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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浙江省政策只针对独生子女有5天的父母护
理假，是否也能增设非独生子女的护理假呢？”据2月25
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近日，有网友留言提出增设非
独生子女护理假的诉求，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回复称，对
于非独生子女护理假问题，将在下一步启动修订《浙江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时予以考虑，并会同相关部门认
真研究，鼓励用人单位支持子女在老年父母患病住院或
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每年给予一定天数的照料假。

无独有偶，北京市民政局今年1月30日在答复网民
关于“增加非独生子女护理假”的留言时透露，设立护理
假势在必行；广西卫健委在去年5月答复人大代表关于

“增加非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建议”时也表示，非独生子女
家庭老年人照护需求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各地民
众纷纷提出相关诉求，足见增设“非独生子女护理假”的
迫切需求。

目前，我国北京、天津、江苏等20余省份已出台具体
规定，设立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随着三孩生育政策
的实施，非独生子女家庭正呈增多态势。增设“非独生

子女护理假”是人心所向，符合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也
有助于相关群体更好照顾老人、履行家庭赡养义务，应
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事实上，近年来天津、贵州、山东、新疆等地已在积
极探索非独生子女护理假。譬如，《天津市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规定，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住院的，其
子女所在单位应当支持护理照料，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
计二十日、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十日的护理假；《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非独生子女的
护理假，每个子女每年累计不少于十天……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员工休假人数以及休假天数的
增加，用人单位的生产成本和运行发展等将受到一定影
响，这对更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提出了要求。此
外，有关部门要积极推进相关试点，及时总结经验，作出
顶层制度设计，制定指导性的政策法规，推动“非独生子
女护理假”在更多地方成为现实，让陪护与照料父母不
再成为子女的烦心事。

吴睿鸫 来源：工人日报

“火热”的社火，给这个龙年一个超“燃”的“开门
红”。张灯结彩、阖家团圆的喜庆氛围中，北方的高跷、
南方的游神，各类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屡屡登上媒体平
台热搜榜单。难得的是，更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上这
门传统习俗，加入舞动社火的“大军”中，一些趣味盎然
的场景甚至成为新晋“顶流”，引发广大网友关注。

民间社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是太平鼓、舞
龙灯、特色高跷还是闽南游神，祈福、求平安一直都是社
火应有之义。除此之外，社火中的每一项表演或比赛，
用它独特的组织形式和表现方式，将劳动精神、创造精
神、团结奋斗、勇敢无畏等传统美德，在新春肇始的节日
置于社会的大看台上，并将这些美德进一步凝聚、升华、
传承、接续，鼓舞着全社会的精神追求。

千百年的传承中，社火等民俗活动形式和内容随
着时光积淀而发生了变化，但再精彩的民俗也离不开

“民”。不论是踩着高跷的“关公”还是出游的“赵世
子”，参与社火的主角从来都是对未来满是憧憬的人民
群众。脱下戏服、洗去戏妆、走进滚烫的生活，他们是

快递小哥、餐馆大厨，是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是重任
在身的“80 后”，是摸爬打拼的“90 后”，是初入职场的

“00后”。或唱或跳、或舞或蹈、或敲或打，各色装扮下，
隐含着大家对新一年火辣辣的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期
盼。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社火中映照出的热爱与向往
要落到实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奋斗，也需要将民
生的大网进一步织密织牢。

新春伊始，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税费支持政策开
始实施，一些医药新政新规惠及社会，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降低，进口商品更便宜、“买买买”更畅快。创新驱
动、数字化转型、扩大内需……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已
经写进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里，这些都旨在构建更完善的
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为相关群体权益保驾护航。

有温度的民生保障，是对“火出圈”社火的最好回
应。齐心协力，共同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答好
每一份民生答卷，相信明年的社火会更加红火。

姜伟超 崔翰超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读懂社火背后火辣辣的生活期盼

正视增设“非独生子女护理假”的现实诉求

近段时间，短剧迎来“泼天富贵”。然而热潮背后，
盗版汹涌。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盗版短剧资
源泛滥，价格十分低廉。观众只需花费几元钱，便能轻
松解锁数千部短剧资源。（2月27日《每日经济新闻》）

某爆款短剧，解锁全剧原需39.9元，而在某电商平
台，只卖0.1元；在一家网店，仅需1.5元就能解锁9999+
部短剧，商家已轻松入账数十万元……盗版短剧，为何
成了“香饽饽”？

首先，当然因为“火”。短剧，已然成为观众的新
宠。令人咋舌的“造富神话”，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入局其
中。盗版者，自然也“闻”利而动。其次，简单。曾有短
剧制作方表示，“之前有一部剧，上线都没两个小时，外
面就可以2块钱买全集了”。为什么？太容易了。一部
原创剧集，从写剧本、拍摄、后期制作到上映、宣发，到处
都是成本。盗版则不同，只需点击录屏功能，或者用一

个爬虫软件，人在家中坐、财从八方来的“生意”就出现
了。

套用网友常用的一个句式，短剧的版权也是版权。
盗版这事，没得“洗”。不论其内容算不算优质——即便
是一部烂剧，也受版权保护。眼下，短剧行业也正加快
走向精品化，盗版肆虐将直接打击内容生产，污染整个
行业生态。尤其相比其他影视作品而言，短剧应对盗版
有着天然劣势：更新极快，盗版简单，“生命周期”短，付
费是主导盈利模式，吸引付费用户必须争分夺秒……这
意味着，着眼长远，短剧行业很可能成为版权保护的一
块突出短板。

怎么办？技术上加数字水印，执法上加大监管力
度，电商平台封堵传播渠道，广大网友提高版权保护意
识……正视问题，凝聚合力，越早出手越好。

夏振彬 来源：广州日报

短剧虽短，版权不容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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