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李子阳“洋气”了一
把，学年轻人发微信视频红包，甚
至意外地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
榜。按照农村习俗，不出元宵还算
过年，尽管“新晋网红”李子阳保持
低调，但这些天不时有村民拿他开
玩笑：“我们李书记全国闻名咯。”

浓重的乡音、皮鞋和裤腿上
都沾着泥土，湘潭县射埠镇桂塘
村的李子阳举手投足间都透着

“乡土气息”。“我哪里是他们讲的
‘网红’咯，我就是个农民，发红包
只是我的一份责任。”村党支部书
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责任“一肩
挑”，确实责任不小，为何他说发
红包成了村干部的责任？

2月初，李子阳从镇上开会
回来眉头就没舒展过，“疫情防控
需要，全国都号召就地过年，我们
村在外务工的人员不少，分散在
全国天南海北，怎么让他们在外
地也能过个好年呢？”各家需求不
同，发红包最实在，李子阳的性格
直爽，想法也直截了当。

李子阳号召村干部下户摸情
况，把在外省过年的打工人员都
加入到“桂塘村在外就地过年”微
信群中。初步估计 200人，每人
88元的红包，这是李子阳的第一
套方案。随着在本省务工人员的
陆续返乡，村里在外省就地过年
的务工人员人数基本确定为 50
人。

“那就每人 200元！”李子阳
做事果断。早在组建微信群时，
他就和做企业的朋友商量，两人

自掏腰包分摊红包费用，确定人
数后他把第一套方案里的红包金
额增加了。

人齐了，钱准备好了，只差选
个好时段发红包，李子阳从没发
过这么“大”的群红包，拿着手机

“请教”儿子。“在外面打工的大部
分是我这样的年轻人，你何不搞
个拜年视频红包？”儿子的提议让
李子阳动心了，一个红包能增加
过年气氛，家乡人的拜年视频能
暖一群老乡的心，岂不是一举两
得？

说拍就拍！李子阳写了几句
顺口溜，并“征用”儿子当摄像师，
拍了一段短视频。第一次面对镜
头，李子阳紧张得双手抓裤腿，甚
至几度忘词，连续拍了三遍才勉
强拍成半分钟的视频。

“今年不回家，保护你我他；
就地过年好，响应国号召；家里啥
都好，不劳你念叨；红包发大家，
来年顶呱呱。”农历腊月二十九，
李子阳的拜年视频在微信群中发
布，立即引来老乡响应。

“北漂的我们，感受到了家乡
的年味，我们在外面也过得很
好。”

“我们湘妹子肯定不得让家
里人为难，讲不回就不回，放心！”

……
李松林的儿子领了红包，马

上打电话告诉了父亲，“听说李
书记自己掏钱给老乡发红包，我
们真的过意不去。”老人淳朴，年
后特地跑到村委会向李子阳说声

感谢。
自费万元为在外就地过年的

村民发红包，李子阳的视频被发
到了微博上，引发热议，网友为这
位“可爱还紧张忘词”的村支书点
赞。

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易如意跟
李子阳“搭班子”已经是第二届
了，春节自筹资金发红包一事，在
她看来是李子阳“一定会做的
事”。易如意兼任村里扶贫专干，
李子阳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好，
她是看在眼里的，“哪家有困难，
找他没错，心里装着的是村民，自
己的得失从不计较。”

李子阳领着我们走在一条乡
间路上，自豪地说：“我以前承包
工程，这条路就是我修的。”他曾
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4年前被
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去年底
换届选举后开始了“一肩挑”，“为
了避嫌，现在我不包工程了，这次
发红包的事情被传上网，并不是
我本意，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带领
所有村民一起走上幸福路。我认
为，这才是我的责任。”

民生眼

扫描二维码
看看发红包的李书记有多“红”

在《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
人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不同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也有所不同。那么，
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压岁钱，家长
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某国企员工吴鑫的孩子 17
岁，去年生日时他就为孩子办理了
银行卡，并让孩子自己输入密码。

开学后，他便将零花钱打入这张银
行卡中。今年，孩子收到了不少压
岁钱，也存进了这张银行卡。他觉
得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可自主支
配自己的压岁钱。

“孩子从小就有主见，对待压
岁钱也是一样，所以和孩子有关的
事情，我们都会跟他商量。”从事餐
饮行业的陈颖说，他 8岁的孩子每
次收到压岁钱后，都会主动交给家

长。上学后，家里便跟他商量，将
压岁钱用来交学费、购买学习用品
和部分玩具，他也表示同意。

90后的李阳则说，他家孩子刚
满两岁，亲朋好友送来压岁钱时，他
都会原封不动地回赠。“我和老婆工
作时间不长，没有太多积蓄。逢年
过节要给父母买礼物、包红包，所剩
无几。所以亲友给孩子压岁钱，我
们也会原封不动地回礼给对方。”

垃圾分类中的
“盲点”

自从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以
来，“垃圾分类就是好，蓝红黄绿
干湿分。蓝色回收又能卖，红色
有毒又有害。绿色剩菜瓜果皮，
黄灰桶里放其他。”这句顺口溜大
家耳熟能详，但当我们提着垃圾
袋站在垃圾桶前的时候，每次都
会犯“选择困难症”。

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其
他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四大
类。别看四大类这么简单，其中
的“易错点”还不少呢？

女性朋友和带娃的家长们请
注意，不管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
尿不湿，都属于其他垃圾；在外遛
狗的“铲屎官”千万不要把宠物的
粪便扔到垃圾桶里，因为粪便不
属于垃圾，要进入到专门的粪便
处理系统；过期的药物和包装盒
都是有害垃圾，请勿把包装盒扔
到可回收箱内；爱吃水果的“吃
货”们，水果的壳、核一般是属于
厨余垃圾，但如果是椰子、榴莲等
外壳坚硬的水果，它们的壳、核因
为不易腐烂分解，属于其他垃圾；
铅笔不含铅，铅笔头是石墨，所以
它也不属于有害垃圾，而是其他
垃圾。（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李
靖 整理）

本报讯（记者 谭丽）春节期间，
人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和频率比平时
更高，在便捷获得信息的同时也带来
了相应的健康问题，长期低头使用手
机，导致颈椎病发病率不断提高。2
月20日，我们从市中心医院脊椎外科
了解到，春节期间，科室接诊了不少
患者，大多因为长期坐立、坐姿或睡
姿不良、长期低头等，导致颈椎、腰椎
出现问题。

当天，在市中心医院门诊候诊
区，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一位 30岁左
右的女士靠在墙边，左手反手捶腰，
右手仍一刻不停地把玩手机。放眼
候诊区，低头玩手机等候就诊的人不
在少数。

曹志武医师介绍，从接诊的临
床病例数据而言，近年来，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呈现年轻化
趋势，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低头沉
迷手机电脑或者坐姿、睡姿不正
确、长时间坐立等。“原来我接诊过
一个 16岁的患者，因为脖子痛来看
病，检查后我们发现他的颈椎已经
发生退化，颈椎生理的前凸消失，
出现向后凸畸形，通过问诊了解，
原来他喜欢低头玩手机，根本无法
自控。”曹志武告诉我们，这名患者
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情况好转，但
颈椎退化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逆的事

实，将来患颈椎病的几率要比同龄
人高得多。

近年来，曹志武接触类似的年轻
病例不在少数，有的才 20岁出头，就
是因为长期低头玩手机、电脑，出现
颈椎变直、提前退化的情况，出现颈
肩部疼痛，甚至还有的形成了因为椎
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对脊髓、神经、
椎动脉等重要结构造成压迫、损伤，
出现行走无力、踩棉花感，手痛、手
麻，以及头晕等等。

那该怎样保护好自己的脊椎
呢？曹医生建议：首先，避免久坐不
动，如长时间坐着打麻将。其次，减
少低头，尽量保持少看电脑、看手
机。再者，避免不正确姿势，如看电
子产品时，尽量保持头部直立，使眼
睛与之保持平行，并保持一定的距
离（眼睛距离电脑屏幕 60cm 以上，
手机距离 30cm 以上，这样有助于保
护视力）。坐立时选择有靠背的椅
子，背部紧贴靠背，保持腰部直立，
避免“葛优躺”式看电视、看书、玩手
机等。如果不得不低头或坐立工
作，建议要在低头半小时至一小时
后，起来适当活动十分钟。最后，平
时养成规律锻炼的习惯，每周 2至 3
次有氧运动能够舒缓肌肉疲劳改善
代谢，增加脊柱肌群抗压能力，从而
延缓脊柱的劳损退变。

到底是“一日夫妻百日恩”，还是
“大难临头各自飞”？家住湘潭县云
湖桥镇云湖村的宋自然活到了花甲
之年，却对“夫妻”的定义产生了疑
惑。同床共枕 28载的人说走就走，
一去不返，还带走了家中的钱物，“没
有《结婚证》的婚姻不受保护吗，她为
何如此绝情？”宋自然经历了从愤怒
到绝望的过程，现在想用法律的武器
捍卫自己的权利。

相差16岁的“夫妻”

68岁的宋自然，口中的“妻子”叫
周再兰，两人在一起生活了 28年，却
没有办理正式的结婚登记手续。“这
样的现象在农村很普遍，不都是过日
子吗？”宋自然没有想到，没有约束的
婚姻很容易成为“易碎品”。

宋自然和周再兰于 1992 年相
识，时年 40岁的宋自然与小自己 16
岁的周再兰走到了一起，身边的亲友
都认为年龄差距太大，这段感情“不
靠谱”，但宋自然坚定地认为，“她在
我最贫困的时候跟我在一起，一定是
看中了我的人品，不图我别的。”两人
坚定地选择了对方。

宋自然回忆，他们一起务农打
工，辗转在 12个城市工作生活，每一
个城市都留下了他们恩爱的足迹。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年过花甲后，
宋自然带着周再兰回了老家云湖桥
镇，过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的田园生活。宋自然以为，周再兰
的愿望和他一样简单，就是一起慢
慢变老。

无故的3次出走

事实并非如此。回到湘潭后，周
再兰并没有安心过日子的打算。这
些年来，她已经无故离家出走三次。

老宋回忆，第一次离家出走时，
周再兰回了益阳老家，在娘家人的好
言相劝下，周再兰回心转意，主动回
到了老宋的身边，老宋认为她只是一
时冲动，也没有追究；周再兰第二次
离家出走后，老宋煞费苦心地四处打
探，甚至粘贴寻人启事，最后在湖南
科技大学附近的出租房里找到了她，
苦苦哀求她回心转意

第三次离家出走，周再兰似乎做
足了准备，且下定了决心，“这次她不
光人跑了，还带走了我 12万元现金、
一辆摩托车、两辆三轮车以及一个祖
传的古董香炉。”宋先生焦急万分，百
思不得其解。“我从来不和我堂客扯
皮，事事都依顺于她，为了让她安心，

我把每次养鱼、卖鱼的收入都交给
她。”宋自然倾尽所有讨周再兰的欢
心，却到头来一场空。

复杂婚姻隐患多

经了解，周再兰在认识宋自然
前就已与人结婚，在与宋自然同居
期间，她并未与此前的丈夫杨某离
婚。去年，周再兰出走后，宋自然打
听得知，周再兰已于当年 6月与杨
某离婚，并在同年 7月与庞某登记
结婚。

宋自然仍不放弃，四处寻找周再
兰的踪影，希望她能再次回心转意。
此后，宋自然了解到，庞某在建房子
时意外摔伤，已不治身亡。如今，宋
自然表示对周再兰抱有同情，“我们
夫妻一场，我希望她能再回到我的身
边。如果不行，希望她归还我的财
物，大家好聚好散。”

财产赠予难界定

云湖村一书记沈碧芳表示，宋自
然提到的古董香炉是否为无价之宝、
周再兰是否带走 12万元现金离家，
都是老宋的一面之词，没有人证物
证。唯一能确认的，只有周再兰离开
时带走了一辆摩托车和两辆三轮
车。老宋多次向村里反映情况，派出
所也曾介入调查。通过摩托车上的
GPS，追踪到益阳境内，但民警在定位
地点并未发现摩托车的踪迹，推测
GPS设备已经被人为拆解丢弃，寻找
周再兰的线索断了。而最终因老宋
的坚持，警方没有立案。

湖南悦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谭巧
莉表示，根据新的《民法典》，已不承
认“事实婚姻”这种关系，宋自然和周
再兰只能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同居
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
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
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
物可比照赠予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
方索取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84〕法办字第 112号《关于贯彻执行
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8）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如果找不
到女方当事人，男方可以向法院起诉
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由法院负责传唤
女方当事人到庭。

而根据《刑法》规定，如果当事人
要求立案，周再兰的行为有可能构成
盗窃罪。律师提醒，有法律保护的夫
妻关系很重要，尤其是涉及财产的分
配，要谨防骗婚的不法分子，保护好
个人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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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市 12315 指挥中心收到一

起投诉：一名14岁的孩子未经家长同意，

使用压岁钱购买了一台手机。家长发现

这一情况后，当即与商家协商退货，却遭对方拒

绝。孩子疑惑，明明是自己收的压岁钱，为何不

能自主购物呢？

《民法典》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调

整为8周岁，但8周岁以上的孩子是否就能自

由支配自己的压岁钱？如何支配才更合理呢？

那么，家长能否持有孩子的压
岁钱呢？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团

团长文永军表示，
根据《民法
典》规定，
长辈给孩
子压岁钱
的行为在
法律上属
于 赠 与
行为，应

当归孩子
所有。如
果孩子年

龄在 8周岁以下，属于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父母是有权进行保管，但
不能擅自花掉孩子的压岁钱。然
而，如果压岁钱仅是长辈之间的礼
尚往来，那么这类压岁钱不属于赠
与行为，不归孩子所有。

针对自主保管压岁钱的孩子，
能否随意购买想要的商品这一问
题，文永军解释，8周岁到 18周岁
之间的孩子可以保管少量的压岁
钱，如果数额大的话，父母也是有
权利进行保管的。以上文提到的
未满14周岁的孩子未经家长同意，
拿压岁钱购买了一台手机为例，因

孩子购买的商品明显超出了自身
的消费能力，商家需经过孩子监护
人的同意才能销售，所以购买手机
的行为无效。

文永军建议，对能够支配压岁
钱的孩子，家长可以尝试给孩子一
部分压岁钱让他自己支配，如购买
学习用具、课外读物、玩具零食等；
也可以让他先写一个必需品清单，
清楚地记录每一笔压岁钱的去处；
还可以带孩子一块去银行，用孩子
的名字开一个银行账户，让孩子从
小意识到理财是自己生活的一部
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压岁钱我帮你存着，回头给
你用。”这是孩子拿到压岁钱时，我
们经常能听到的话。究其原因，既
有家长以此为幌子挪作他用，也有
家长担心孩子乱花钱，暂时替孩子
保管。

在街道工作的唐茜就碰到了
孩子乱花钱的情况。她的孩子 15

岁，收到压岁钱后，要求自己保
管。想着孩子已经长大，可以尝试
让他自主支配，唐茜便同意了孩子
的要求。不曾想，不到一周的时
间，孩子就跑来说：“这几天请同学
看电影、喝奶茶、吃宵夜，压岁钱都
快用完了。”

无独有偶。做生意的张先生

也想着孩子已经长大，压岁钱可
以交由孩子自己处理。结果，孩
子拿到钱后就跑到商场的游戏
厅，一次性充了 600元游戏币，甚
至说游戏厅有充值优惠活动。这
让张先生很是气恼，后悔当初没
教孩子学会理财，导致如今对金
钱没有概念。

不同年龄不同对待

家长最怕孩子乱花钱

应培养正确的金钱观

拍视频发红包的村支书，红了！
本报记者 赵明

28年枕边人说走就走
关系复杂，财产界定难
本报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李靖

“低头族”当心颈椎“早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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