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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落实低温津贴权利
张智全

春节过后，在儿女们返程的行囊中装满了各种家乡美味——

父母之爱尽在行李箱中
编者按 家是幸福的港湾，也是远行的起点。春节长假过后，回老家过年的人们陆续离开家乡，赶

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离家的汽车后备厢、行李箱再次被父母的爱意装满，各种土特产、家乡味都是父母对

儿女无尽的不舍和牵挂。面对装满爱意的行李箱，读者们有哪些感受，让我们一起倾听。

让情感纽带更加紧密
黄 炜

把亲情化为奋斗激情
乐 兵

“母爱行李箱”折射时代变迁
吉建平

新春开工忙

带着爱与乡愁再出发
苑广阔

规范校园智能手机使用
史洪举

收获爱意懂感恩
彭 亮

2月13日，江西省分宜县杨桥镇一家公司员工检验出口

到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电子产品。新春过后，当地企

业纷纷开工忙生产赶订单，力争“开门红”。

袁建兵摄 （中经视觉）

2 月 12 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楼田村，田间地头油

菜花盛开，当地农民已经开始春耕。

周 凡摄 （中经视觉）

团聚的时刻总是太短，和家人在一
起的时间总是过得太快。转眼间，春节
长假已经结束，上班族、打工族陆续离
开家乡，离开父母，回到 工 作 岗 位
上。当人们返城时，行李箱里塞满母
爱的剧情就在此时上演——母亲年前
不分白昼蒸熟的花馍论袋装，一把米
一缸水喂养的土鸡蛋论筐装，请邻居
压制的手工粉条也盘成团，家里的无公
害水果装进了箱……

这一幕幕令人感动得落泪。我的行
李箱也塞满了母爱。“母爱行李箱”装的
是家里的土特产，更是母亲的牵挂、关爱
和期盼，又是家乡40年改革开放的变化，
人民不断富裕的生活写照。

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为人们走南闯
北提供了机遇，幸福生活随之而来。但
是，子女们“常回家看看”也越来越难。
有研究机构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工作
之后，约 20%的人陪伴时间不足 30 天；
24%的人陪伴时间仅有7天至9天；22%

的人陪伴父母的时间竟然不到7天。其
实，父母对子女的期盼并不高，只希望子
女们能够“常回家看看”，陪父母吃顿饭、
聊聊天，就心满意足了。新春佳节，儿女
们守在身旁做点家务，陪他们说说话，就
是对父母最好的心灵慰藉。

如今，各地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家乡逐渐恢复了生气，父辈人都兴奋不
已，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渐渐拉近，交通畅
通，基础设施日新月异，产业发展迅速，
越来越多的老人回乡养老，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回乡创业。

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也许有
一天，一大把年纪的母亲不再往我们的
后备厢塞土特产了，随着城乡之间差距
缩小，越来越多的人不需要走出故乡，也
能就近找到实现人生梦想的机会，那时
盛满母爱的后备厢，必将成为一种美好
的时代记忆。

（作者单位：山西省原平市农村商业

银行）

春节假期结束，在老家过完年后返
回工作地的人们，行李箱里都塞满了父
母给带的各种生食熟食、水果蔬菜、土特
产，一年一度的“晒行李箱大赛”刷屏，很
多网友被父母的爱所感动。

儿行千里母担忧。离开家乡，告别
父母，一包包装满行囊的土特产几乎成
了全国父母给孩子的“标配”。行李箱再
重，也重不过父母的爱。其实，很多家乡
风味在外地也能“唾手可得”，但沉甸甸
的行李箱里，饱含着家人的深情，彰显着
父母深深的爱，内心深处还有对漂泊在
外的孩子的一种心疼。

俗话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
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亲情的意义，家的
价值，在这种温情的传递中尽显。装满
的是行李箱，装不下的是父母对子女的
爱。在为“父母装的行李箱”感动之时，
我们也应该借此反思，对亲情的付出是
否足够。作为子女，如果有条件，就应给
予父母更好的物质与精神赡养；如果暂

时还没有条件，让父母放心是对他们最
大的回报。

家是幸福的港湾，也是远行的起
点。面向故乡，遥望亲人，离开家时，为
人子女者要记得把爱装满行囊，牢记父
母沉甸甸的牵挂，工作要踏实勤奋，做人
做事要守本分。如果有时间，就常回家
看看，只要不影响工作，哪怕需要多花些
时间在路上，也要常回家陪陪父母，陪他
们散散步、看看电视，听听他们的唠叨、
讲讲你的故事，纾解他们因为孩子离开
而焦虑甚至抑郁的“空巢老人综合征”，
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再后悔，善
待父母与长辈，就应从力所能及的事情
做起。

“只有奋斗者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
福的人生”。父母之情绵长眷眷，让我们
带着爱出发，把亲情化为奋斗激情，在追
梦路上努力奔跑。

（作者单位：河南省信阳市纪委宣

传部）

春节假期的“余额”已经用完，很多人
踏上了返程的列车，拉上了母亲塞得满满
的行李箱。在火车上，看着那些形形色色
的人们手里拎着的、行李架上摆着的行囊，
我仿佛闻到了满满的家的“味道”，行李箱
里有辣椒酱、闷咸菜、土鸡蛋、花生米、蔬菜
……虽然东西不是很值钱，但却饱含着亲
情的叮咛和思念。

返程行李箱，小空间里装的是无尽的
爱。这种爱是对子女出门在外的牵挂与担
忧，担忧子女出门在外是否吃好穿好；这种
爱是期待子女事业有成，出门在外平安健
康，随着子女长大成人、聚少离多，这种爱
变得越发强烈。

返程行李箱，小空间里装的是无尽的
期许。伴随春节假期结束，越来越多的人
踏上了工作岗位，为了生活努力拼搏，同时
也将面临许多生活中的困难，但装满爱的
行囊，为子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行动力，
预示着家始终是子女在外强大的后盾、温
馨的港湾。

透过满满的行囊，我们收获爱的同时
更要懂得感恩。父母与子女离别，下一次
团聚是来年，他们把土特产塞进满满的行
李箱，为的是让子女感受家的味道。作为
子女，工作再忙，也要经常给父母打个电
话。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句简单的关心，都
是对爱的回应。只有懂得感恩，才能收获
不断前行的力量。

装得满满的是行囊，装不下的是父母
对我们的爱。希望所有离家的游子都能从

“装满爱的行囊”中获取前进的精神和动
力，同时也能懂得感恩，对父母的爱给予更
多回应。

（作者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环城路

202号）

大概是很多人不太擅长发现生活的
细枝末节，才让每一个被发现的小细节都
弥足珍贵。自从某个长假，有网友发微博

“吐槽”妈妈给自己带东西太多之后，才让
大家发现“原来天下妈妈都一样”。

从前几年网友晒返程时的汽车后备
厢，到现在晒返程时的行李箱，尽管所晒
物品各种各样，但真正晒出来的，或者说
网友真正想表达的，则是对父母的爱，对
亲情的感激，对乡愁的怀念。

父母尽可能把子女喜欢吃的家乡特
产、美食多带一些，是为了让子女在返城
之后也能品尝到“妈妈菜”的味道。

对于子女来说，可能会抱怨路途太
远，吐槽行李太重，但内心却明白自己被
塞满的汽车后备厢、返城行李箱里面，装
的不仅仅是家乡特产美食，还有父母沉
甸甸的爱与思念。很多网友从家乡带来

的特产美食，都会在返城之后分门别类
存放，不舍得一下子吃完，为的是能够从
这些家乡美食中纾解自己的乡愁。

正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沉甸甸的行
李箱、后备厢，对于天下为人父母者来
说，是一份对子女的爱，但对于为人子女
者来说，则是一份对父母的承诺，期待下
一次再相聚。即便平时没有时间经常回
家看望父母，子女们不妨在品尝家乡美
食的时候，想着给父母打个电话、发个视
频问候一下。

有一种爱叫打开行李箱，但行李箱
再重也重不过父母的爱。我们的行李箱
可以被家乡的各种美食填满，但父母对
我们的爱岂是一个行李箱能装满的？新
的一年，让我们带着爱与乡愁启程。

（作者地址：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

57号）

“装不进了，够了，够了！”“多装
点嘛，这些东西在城里是买不到的。”
春节假期结束，不少返回老家过年的游
子，又踏上了返程的路途，塞满的后备
厢里充满了家乡味道，类似这样的对话
一定很常见。

儿行千里母担忧，无论走多远，都
剪不断父母的牵挂。满满的行囊，盛满
了一份份祝福、一份份牵挂。每一件行
李都是父母满满爱的“备份”，装得越
满、叮嘱得越多，对孩子的不舍之心就
越沉。如今，国家以法定假期形式有效
保障了家庭团聚的时间，但短暂的相聚
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儿女来说，多关心
父母，多陪陪父母，时常向家里报个平
安，才能不辜负父母沉甸甸的爱。

如何更好地建立父母和子女之间的
情感纽带？笔者认为，一是牢固树立

“家”的情怀，走到哪里都要满怀“家
风”，肃正个人行为，保持良好个人形
象，不让父母操心；二是积极沟通协
调，对于很多在外地的务工者，无论工
作再苦再忙都应该常与家人联系。如今
通信工具发达，可以用语音和视频方
式，建立起和家人之间的常态化沟通；
三是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可尝试实施

“弹性假期”，应更加关心外来务工者，
经常谈心谈话，了解员工工作状态，试
行“弹性假期”，保证外来务工人员能
常回家看看；四是探索以各种方式推进
基层老年人关爱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
建作用，加强“爱”的引导，完善

“爱”的保障，集中力量解决当下社区
“空巢老人”问题。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

委组织部）

春节期间，多地开启低温冷冻模式，但仍有不少户外劳动
者坚守岗位。然而，有些地方的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等户
外劳动者表示从未享受过低温津贴。

低温津贴是一项重要的劳动权利。让低温津贴足额发放
到职工的钱袋子里，理应成为最基本的法律常识。现实中，不
少职工低温津贴遭遇了画饼充饥的尴尬。表面上看，是因为
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置政策法律规定于不顾，实质上是因为
有关管理制度还存在某些“真空”。

尽管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对低温津贴提出
明确要求，但低温津贴具体如何发放，不少地方都没有细则，
低温津贴在什么温度下发放，发多少，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
不仅让低温津贴在实践中不具有执行力，也让不少用人单位
有了刻意规避的可乘之机，职工权益的保障和依法维权自然
会无一例外地成为空谈。

防止低温津贴沦为摆设，需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
管理规定。各地立法部门应联合相关部门，及时出台保障职
工低温津贴足额发放的单行规定；亦可通过行政举措，作出必
要的制度设计，或把职工低温津贴保障纳入政绩考核，不落实
者依法严肃问责。

（作者地址：重庆市万州区五桥百安大道506号）

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很多家庭都为中小学生
购置了智能手机，以便用于随时联系或者所谓的查询资料和
帮助学习。不过，智能手机进校园也给学生学习带来了很大
负面影响，以至于损害视力、消耗身体，影响学生学习成绩，诱
发学生攀比心理乃至违法犯罪。

在智能手机普及时代，“一刀切”地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或
携带手机进入校园，显然不合时宜，也有违法律法规和情理，
容易激发学生、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的矛盾。因为，从法理上
讲，作为家长为学生购置的财产，学生个人享有该手机的使用
权和支配权。学校并非法律上规定的禁止携带手机的场所，何
况携带手机确实有助于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联系。

截至目前，欧美一些国家对于禁止携带手机进入校园已
经有了社会共识，并且出台了相关法律规定。在法国，明令
禁止小学生和初中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在英国，除紧急情
况，16 岁以下学生不准使用手机。2018 年 8 月份，教育部
等 8部门联合印发的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
堂，带入学校的要统一保管。因此，在规范和限制中小学生
使用智能手机方面，有必要取长补短，结合各种现实情况，
及时制定省级、市级层面的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切实规范
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的行为，让学校和教师处理此类事件
时有法可依、有理有据，保证孩子们在中小学阶段把精力主
要用在学习文化知识上。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

上图 2 月 13 日，江西省宜丰县潭山镇店上村

村民崔俊（右），即将离家返回江苏南京的工作地，当

天一大早，崔俊的父母把自家酿造的米酒、黄年糕、

冬笋、腊肉、香肠、腌菜等十几样土特产品装了满满

一后备厢。 林具如摄 （中经视觉）

左图 2 月 14 日，河北省迁安市杨店子镇高引

铺村村民玄立双（中）为即将返校的儿子宋金泽挑选

土布制品，准备装车。 陈 儒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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