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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
子巷开设的评谈说
理栏目，互动方式有
三种：注册微博齐鲁
( h t t p ： / /
tr.qlwb.com.cn)“杠子
头”织围脖；话题投
稿 ：q l w b j z x @
1 6 3 . c o m ；Q Q 群 ：
107866225。

@ 亲历

怀念当年探亲假

@孙建国：刚毕业时，我
分配到国有煤矿工作。当时
能享受到每年2 2天的探亲
假，还享受报销路费等待遇，
真的好舒服！每年的探亲假我
都在秋收时休，可以回家帮父
母收玉米、种小麦，干点力气
活。一家人在一起，享受秋高
气爽的日子，如今都变成了
美好回忆。

这样算不算违法

@贾培武：父母住在农
村老家，我一个人在济南求
生存，尽管只有春节才能回
去与父母团聚，但每周我都会
与父母通电话，报个平安、拉
拉家常、说说工作的事。20年
了，我一直这样远拜父母祝平
安，不知道以后继续这样的
话，算不算违法呀？会不会
受到法律的制裁呀？

如此“常回家看看”

@侯家赋：我同楼的一户
邻居，夫妇俩都过70岁了，儿
子儿媳也在同一个城市居住。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儿子儿媳
就带着孩子，拎着大包小包回
家。包里可不是给老人买的礼
品，而是一周下来需要换洗的
衣物。两位老人不仅得为他
们买菜做饭，还要给他们洗
洗涮涮，忙得腰酸腿疼。星
期天下午，孩子玩够了，衣
服也干了，年轻人带着孩子
打道回府，两位老人在家收
拾残局。刚处理完上一周
的，下一周又如期而至。老
人真不希望孩子们经常回
家，可又不能说，只好硬撑着。

立法喊得动你
常回家看看吗

@ 话题来源 @ 建议

设立法定节日

@王平昌：可以将父亲
节、母亲节设为法定节日，
让子女有时间回家送上衷
心的祝福。血浓于水，常回
家看看不是一句空话，应
有实实在在的行动，相关
单位要大力支持。

@徐可顺：我国已步入
老龄社会，关注、关爱老年
人，就应该像清明节放假
一样，在老人节这天也规
定休假，这比清明节放假
更为重要。

细化有关规定

@庄秋燕：弘扬孝道自
然无可厚非，但是法律条
文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因
此，“常回家看看”入法，还
应有更加细化的条款才
行。否则，缺少一个统一的
规范和标准，执行起来就
有难度。

@宋振东：赡养人探亲
休假时，是否真正做到看
望老人了，还是看望老人
的时间“打折”了，法律也
要做出明确规定，不要让
个别不孝赡养人钻空子，
打着看望老年人的旗号，
干一些与老年人无关的事
情。

单位必须给假

@郭汉杰：“常回家看
看”列入法律，不仅是对冷
漠长辈的个别人的约束，
也是对企业劳动时间的约
束。有的企业严重违反《劳
动法》，常年没有休息日，
且经常要求加班加点，职
工哪有时间探望老人。期
盼新法实施之后，首先能
在各单位得到有效的落
实，单位须给自己的职工
提供“常回家看看”的便
利。否则，也应承担违法责
任。

@台应新：指望单位经
常给探亲假是奢望。退一
步讲，如果凭老人的病历
和大夫出具的陪护证明，
单位上能恩准批给一定的
假期，也算是对“常回家看
看”的支持啦！

格本期杠子头

【台应新】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

统计 ,台应新获得了本期
“杠子头”称号,获得杠子头
津贴100元。

@李燕子：把道德列入法律条文，说明了对精
神赡养的重视，也给子女提了个醒：“不常回家看
看”可是违法的哟！以前子女忽视了对老人的探
望，顶多挨两句骂，现在则是违法！一般来说，人们
对法律还是敬畏的，一说某某“犯法”了，还是能够
引起人们的重视的。另外，这一法律条文对于制裁

“很过分”的人提供了法律依据。
@刘丽：把子女常回家看望老人写进法律条

款，是对当今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一个保障。也是对
无故不常探望老人的子女的一个警示。以前赡养老人
大多是物质上的，如今，老年人对子女的赡养要求更多
的是精神上的慰藉。我们都应当以新条款为契机，
常回家看看父母，为了今天的父母和将来的我们。

@台应新：“经常看望或者问候”中，“常”字的含义是
指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反之，“不常”的含义是指一个
月？一年？还是多年？笔者认为，用“常”字作法律定义，既
不合术语，也不规范、严肃，更不合理。

@郭汉杰：赡养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常
回家看看是对长辈最起码的尊重和义务，每个公民都
应该自觉做到才对。各级部门和单位也应当积极作
为，给职工“常回家看看”创造条件和提供方便。

“常”与“不常”太模糊是对精神赡养的重视

是对长辈最起码的尊重

反方正方

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第十八条规

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

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

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不常回家看看”就是违法，通

过法律约束不孝子女，对此，您觉

得能行得通吗？用人单位能“经常”

给探亲假吗？欢迎您来表达看法、

碰撞观点。

@赵建刚：把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写入法律，
虽然有些笼统，但笔者认为应拍手叫好。经常回家
看看是多“常”？应该是父母把握这个度。像全国首
例精神赡养案，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两个月回
家看一次母亲的判决就是很好的个案。不经常回家
看望父母的大有人在，所以用法律来约束不孝子女
是值得欢呼的。

具体的度应由父母把握

@任善昆：“常回家”、“常问候”，不能作为衡量子女
是否孝顺的标准；如果因为不常回家而违法，更让人无法
接受。现实生活中，那些远离家乡在外打拼者，不可能常
回家看看。只要他们心中装着双亲，就是孝顺的子女，做
家长的完全能够理解。

常回家不等同于孝顺

@赵鹏：用立法来强制子女回家看望父母，不能不说是一
种悲哀。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甜”，就算法庭判子女要定期看望
父母，子女不是出自真心的话，也只能是敷衍应付。换言之，管
得了子女的身，管不了子女的心。说到底，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要靠亲情来维系，而不是靠法律来牵引。

管得了身，管不了心

@黄伟民：实际操作上有一定难度。譬如，现行的“探
亲假”制度，真正能够实施的单位有多少？即使享受了“探
亲假”的职工，把时间真正全部用在回家探视老人的又有
多少？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
还是得靠大家的自觉自律。

@张颂华：离父母近和有探亲假的可以执行，可那些
长期在外打工，在私营企业工作没有假期的该怎么办？

没有探亲假的可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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