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院长熊丙奇表示，“全职儿
女”的关键在于每个人的
家庭经济情况不同，自身
的发展追求也不同，是一
种个体的选择。熊丙奇表
示，一些人“啃老”是在家
里面什么都不干，什么都
不做，靠父母养活自己，而

“全职儿女”实际上就相当
于父母把家里面请保姆的
钱用在孩子身上。

熊丙奇提到，还有一
些30多岁的人在职场工作
有了一定积蓄，选择辞职
回家去陪年迈的父母，一
方面可以尽孝道；另一方
面与其花钱去请保姆，还不
如自己干脆不去上班，专
门来照顾父母。“如果这个
家庭的经济能够支撑，同
时也能够履行家庭职责。

‘全职儿女’也是一种选
择。”熊丙奇说。（老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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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上台的爷爷奶
奶、伯伯婶婶“讲”完故事
后，大家都会举起双臂摇

“花手”，这是手语表示高
兴的意思，或许可以理解
为心花怒放吧。

大家讲的不光是严
菊华和徐之钰的往事，也
有他们自己的青春回忆。

来参加金婚纪念活
动的还有杭州市和上城
区残联的工作人员。杭
州市聋协主席胡晓峰说，
这还是会员第一次举办
听障人的金婚纪念仪式，
太有意义了。

他说，2004年开始严
菊华担任区聋协副主席，
帮扶广大残疾人解决困
难、组织活动，风雨无阻
服务了17年，口碑很赞。
2008年3月，她还组建了
杭州首支残疾人武术队，
接下来10年武术队不断
发展壮大，活动办得有声
有色，最多时达到了 50
人，还参加了国家级和省
市级武术赛事，多次获
奖，也常上媒体“头条”。

“感谢严菊华始终把助人
为乐融入生活和工作。”

大家还使劲夸了徐

之钰老人，说他多年来工
作兢兢业业，从不出错。
退休以后，他钻研摄影，
买了一台相机天天出去
拍照，一开始还认真参加
聋协举办的摄影培训班，
很快就能参加摄影比赛，
还学会了电脑修图，举办
了自己的摄影展。

喝交杯酒的时候，胡
晓峰带头提出，让徐之钰
亲吻严菊华，被大家笑骂

“调皮”。
徐之钰倒是大大方方

地拥抱了妻子，还认认真
真地吻了她。（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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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0年不年不““说说””爱爱
寻常日子细想起来全是爱寻常日子细想起来全是爱

这是一次特别的金婚纪念仪式，两口子
是一对听障老人，地点在浙江杭州手语姐姐
无障碍交流服务中心，宾客是金婚夫妇的20
位同学、同事和好友，唯独没有请老人的子孙
辈作陪。

“女主”严菊华用手语说：“我不想去饭店
吃一顿，吃完以后什么都没留下。我也不想
叫孩子们来，我想跟老朋友们叙叙旧。”

丈夫徐之钰笑眯眯地“说”：“家里她说了
算，我听她的。”

所以啊，孩子们跟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
就按照老人的心愿，让他们“五一”假期跟老
友们聚一聚。最激动最忐忑的是杭州手语姐
姐烘焙坊的年轻人。他们接到严菊华奶奶的
“订单”时就有些惊讶，准备下午茶活动时打
起了十二分精神，真是又期待又担心。

严菊华穿着紫红色
的旗袍，戴着两圈珍珠项
链，端庄美丽。徐之钰穿
着衬衫和西装，领带打得
规规整整，十分儒雅。

老两口都是1947年
生，也都是听障者，相识
于杭州市聋哑学校，在
1973年结婚，今年正好结
婚50周年。

50年该有多少故事
啊。

一位女同学记得，严
菊华入校比较迟，16岁进
来直接读五年级，徐之珏
当时比严菊华要高三个
年级。聋校是读完八年
级毕业，徐之钰毕业后去
了一家化工厂工作，严菊
华找工作经历了许多波
折，过了七八年才被同一
家化工厂招进去。

两人从同学变成了
同事。

一位叫钟秉贤的老
人“讲”，当年小徐和小严

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
班，感情可好了。当时不
好随便谈恋爱，严菊华做
学徒满三年，才能打申请
报告去办结婚证。领证
后，工厂给他们放了三天
婚假，两家人简单地办了
一桌喜酒，第二天他们就
去上海蜜月旅行了，“还
挺时髦的。”

严菊华赶紧站起来
“说”：“阿钟哥对我特别
好，找工作的事是他帮了
大忙。一开始我找不到
工作，后来进了工厂，工
作也比较简单，都是扫地
等保洁工作。我想挑更
重的担子，幸亏他看得起
我。”

又有一位老朋友上
去“讲”，这么多年，徐之
钰和严菊华很不容易，但
非常恩爱。1974年儿子
出生以后，家里条件不
好，严菊华就白天上班，
夜里摆路边摊补贴家

用。他们原本住在东坡
路的老房子，后来拆迁到
景芳，严菊华改在凌晨起
来，早上出摊，卖煎蛋饼、
葱包烩。苦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靠自己的一双手
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
也很争气，考进了浙江大
学，毕业后留校从事研究
工作。夫妻俩退休后终
于有了自由时间，可以结
伴游览名山大川。

还有一位穿着大红
色长风衣配黑色长裙的
漂亮阿姨献上了一大捧
红玫瑰。她说，看到严菊
华和徐之钰相守到金婚，
她作为四十多年的好友，
实在是太高兴了。这束
花，是她专程去花店请教
了卖花姑娘，选了最合适
的花。当年大家的日子
都很难，家家都有一本难
念的经，现在回头一看，
几十年时间一眨眼就过
去了。

相守到金婚
从同学到同事再到夫妻

他们的往事
也是好多人的青春回忆

离开职场，回归家庭

他们选择做“全职儿女”
“‘全职儿女’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

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
到职业目标……”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
小组介绍中写道。小组汇聚了3000多名“打工人”，打工
对象是他们的父母或者祖辈，“陪伴”和“做家务”则是他
们的劳动内容。

小圆的“全职女儿”生
活刚开始不到一周时间。
原本不太会做饭的她在网
上学起了炒土豆、炒辣椒、
煲粥等快手菜，让爸爸妈
妈每天下班都直接吃上了

“热乎饭”。
在成为“全职女儿”之

前，小圆的工作是在北京
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从

事审计相关工作。这份工
作经常需要出差，早上9
点开始工作，晚上11点左
右才结束是常态，很多时
候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然后继续在上午9点开始
第二天的工作，最让她困
扰的是工作“做不完，不会
做，领导也不讲清楚要怎
么做”。

重庆人香芹毕业后选
择留在昆明工作，家人则
在西藏经商。工作几年之
后，香芹发现自己几乎不
可能在职场上成长，自己
又不在父母身边，总是漂
泊，有些“一塌糊涂”。辞
去银行工作的香芹奔赴西
藏，投入了家庭生活。

“我父母很早就开始
做生意，我跟他们相处的
时间非常短。我觉得我现
在已经长大了，在他们最
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应该
回来。”香芹说。家庭有着
经商经验氛围的香芹现在
准备在西藏开一家自己的
小店。

从职场转身当“全职儿女”

等待下一步重新出发

“全职儿女”是个体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