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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态

野狼被投喂
变胖成网红
近日，青海可可西里的一头

野狼因经常被过往游客和司机投
喂，已经“判若两狼”，不但体形变
得滚圆，还会向过往车辆摇尾巴、
露肚皮撒娇讨食。随后，这头“被
投喂成网红”的野狼迅速走红。
有网友调侃这头狼已经“不想努
力了”……也有网友表示担心：随
意投喂可能好心办坏事。

针对人为投喂野狼一事，中
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戴强
持否定态度。他表示，投喂野生
动物一方面可能给自身带来风
险；另一方面，随意干预野生动物
生存法则是不可取的。狼作为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应该对它进行
保护，但不建议过多救助。而且，
此类行为还可能引发动物的依靠
性，产生不良后果。

（摘自《成都商报》）

近日，重庆彭水，
89岁母亲生病不肯去
医院，而且坐车晕车，
因家里距离医院有二
十几分钟路程，于是58
岁的陈川和55岁的弟
弟陈立决定用背篼将
母亲背去医院。背母
亲去医院的路上，兄弟
俩交替“换班”，这一幕
恰好被人拍下（上图），
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
上，引来了广大网友的
称赞。拍摄视频的市
民说：“当时觉得非常
感动，百善孝为先，希望全天下老
人都能老有所依。”
“小时候，妈妈也都是这样背

着我们。”陈立说，大哥去世得早，
从去年开始，因为母亲的病情原
因，自己便没有再外出打工，而
是选择留在老家开了个小饭店，
方便照顾老人。陈立的父亲身
体还比较硬朗，平日里是父亲照
顾得多一些。如果碰到两个儿
子都不在家的时候，母亲需要去
医院了，便是由儿媳们在背。“孝
敬老人是我们每个人‘小小的职
责’。”小儿媳张清容说，“父母养
我们长大，我们便养他们到老，这
是应该的。”

（摘自《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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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好事成双》《田
耕纪》等剧的热播，“恶婆婆”形
象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
《好事成双》中，林双的婆婆无
理取闹，不论对什么样的儿媳
都是“无差别刁难”；《田耕纪》
中的奶奶偏心跋扈、唯利是
图。这两部作品，都是婆婆只
做错事，儿媳永远正确。“70
后”婆婆周珊（化名）忍不住叫
屈：“天底下的婆婆真的就都那
么邪恶吗？婆婆为什么会被妖
魔化？”

讲述：在儿媳眼里

她心理阴暗

周珊说，自己是一名“70
后”婆婆，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
的青春，却已经在婆婆这个角
色中行走了4年。“我虽然不是
最好的婆婆，但自认也算得上开
明、勤劳和率先垂范。”周珊说，
之前她总以为，儿媳出自书香
门第，又受过高等教育，只要自
己能做好婆婆的本分，一定能

处好婆媳关系，然而事与愿违。
“在儿媳看来，做婆婆的就

应该无条件地让着她，就应该
一直默默无闻地做她的老妈
子，她回到家里就可以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而且我还不能生
病，不能有情绪，更不能去说她
有任何不对。”婆媳俩因此有了
矛盾。
“为了家庭的稳定大局，我

一直都选择忍让，在外人面前
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然而，
她却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指责我心理阴暗，还告诉我儿
子，说我是因为理亏，才会对她
好。”周珊说起这些很生气。

不平：恶婆婆有也

是极少数

更让周珊伤心的是，儿媳
还在她的家人朋友和闺蜜同事
面前大肆渲染，在微信朋友圈
中选择性地歪曲事实，对周珊
进行侮辱和人格丑化，“那些人
还都信以为真，认为我这个婆

婆就是十恶不赦！我真的是无
比痛心啊！”

痛定思痛，周珊认为，像这
样的儿媳，在我们身边非常普
遍，背后真正的元凶，还是我们
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很多地
方，已经把婆婆这个角色给彻
底妖魔化了”。
“在太多世人的眼里，婆婆

有事没事就喜欢在家里作妖，
喜欢过度干涉年轻人的生活，
喜欢挑拨年轻人的夫妻感情，
对儿媳只有要求没有义务，并
且各种变态地打探儿媳的隐
私……试问，天底下的婆婆真
的就都那么邪恶吗？”周珊表
示，“这些情况即使存在，但绝
非主流，甚至只是极少数。”

呼吁：对婆婆多点

宽容和理解

那么，为什么婆婆会被大
家“一致”妖魔化呢？周珊分
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
舆论和不良自媒体一直在误导

大家，夸大地认为婆婆和儿媳
妇是天敌，使得很多儿媳从进
入角色开始就自带防备，把婆
婆想得太坏，全然失去了自己
的主观感受与判断能力。
“夸大婆媳关系的仇恨，会

对婆婆更加不利。”周珊表示，
婆婆这个年代的人，往往并不
擅长于网络，她们大多只够条
件去浏览和阅读一些别人发布
的内容，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
主动发声的能力，“这就导致网
上关于婆媳关系的吐槽和评
判，往往只代表了儿媳一方的
声音，婆婆却只能哑巴吃黄连，
久而久之，便会形成群体性的
角色形象”。

周珊呼吁：“可怜天下父母
心！婆婆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温
暖和理解的女人，她们绝大多
数不求感恩，只求无过，只求家
和万事兴。希望我们这个社
会，能够对婆婆尽量多点宽容
和理解！”

（摘自《中国妇女报》）

热播剧丑化婆婆形象“70后”叫屈

安宫牛黄丸，对中风、脑血
栓等急症有较好的疗效，被一
些患者称作“救命药”，然而一
些犯罪团伙却打起了它的主
意。前不久，吉林白山警方打
掉了一个专门制售假安宫牛黄
丸的团伙。

2023年2月，吉林省白山
市长白县警方接到居民潘先
生的报案，潘先生称，他在网
上买了一些安宫牛黄丸，但感
觉像假药。为查清来源，警方
根据潘先生购假药网店的进货

渠道逐层向上展开调查，最终
发现，这些假药的进货来源指
向了江苏苏州的李某。作为
整个销售犯罪链条中的最高
层级，李某已构建了一个遍及
全国20多个省份的非法销售
网络。警方还发现，李某发往
全国各地的假安宫牛黄丸数量
巨大，但他并没有生产制造这
些假药的能力。

通过进一步侦查，警方确
认假药生产点在河北安国。最
终，警方统一收网，共抓获涉案

犯罪嫌疑人26人，端掉制假工
厂、仓库等窝点18处，现场收
缴假药成品、半成品50余万
盒，涉案金额高达1.2亿余元。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假药生产
第一道工序是用电饭锅熬制廉
价中药粉，熬制好后加入蜂蜜
进行配比，等凝固后用木板搓
成“小药丸”。这种假安宫牛黄
丸每粒成本不足一元，而卖到
患者手中时，其价格会翻上几
十倍甚至上百倍。

（摘自《重庆晨报》）

网购“救命药”竟是假药

湖北省黄石市
铁山区铁山街道矿
山路社区的董宏才
今年 79岁。退休
后，他发挥自己的
特长，为辖区居民
提供免费电器维修
服务，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社区里的
义务维修工”。
“退休前，我在

大冶铁矿负责维修
电力机车，业余爱
好就是摆弄、折腾
各种小家电。”退休
后，董宏才的业余爱
好成了“主业”。因
为维修技术好且不
收钱，周边居民时不
时上门找董宏才帮
忙。就这样，董宏才
的小居室渐渐成了
远近闻名的“义务维

修店”。2013年前后，为了更
方便服务居民，在社区的关心
下，以他名字命名的“董宏才红
色工作室”挂牌成立。

20多年来，董宏才为辖区
居民提供免费电力电器维修服
务3万小时，惠及1.5万人次。
董宏才也因此获得了诸多荣
誉，先后荣获2018年度铁山区
最美志愿者、2018年第二季度
“黄石楷模”（好人）、2022年度
开发区·铁山区优秀志愿者等
荣誉称号。

吕鉴蕾（摘自湖北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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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榆中法院依法审理
了一起特殊的追偿权纠纷案
件，姐姐状告弟弟，要求平摊父
亲住院期间的医药费。案件经
法官审理后驳回姐姐的诉求，
法官说，子女对父母尽赡养义
务并非表现为单一的物质金钱
形式，姐姐出钱时，弟弟也在床
前照料父亲，姐姐无权要求平
分医药费。

原告张甲与被告张乙、王
乙系姐弟和姐弟媳关系。2022
年，原、被告父亲生病住院，共

计花费医药费2.84万元，该笔
费用由原告支付。老人在住院
期间生活不能自理，卧床三个
月，一直由被告张乙、王乙夫妇
二人陪护照料。父亲出院后，
原告张甲向法庭递交诉状称，
父亲住院期间花费的2.84万元
应由子女共同承担，要求法院
判令弟弟、弟媳承担一半费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子女
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并非表现为
单一的物质金钱形式，还表现
为生活上的照料，生病期间的

陪护等。每个子女的赡养能力
不一样，尽赡养义务的方式也
可以不同，子女在自愿的情况
下可以选择支付比其他子女更
多的医疗费用，也可以选择给
予父母生活上的照顾等。本案
中，姐弟之间并未对老人医药
费用的支出进行约定，且被告
二人在老人生病期间尽了全部
照料陪护义务，故原告无权向
被告进行追偿，遂对原告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

许沛洁（摘自《兰州日报》）

姐姐状告弟弟：“平摊父亲住院费”
法官明确告知：姐姐无权这样要求

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亚德
尔·卡斯塔诺和玛丽亚·布斯塔
曼特，2021年1月离婚，但在离
婚资产清算协议中，卡斯塔诺
视之为“女儿”的宠物狗西蒙娜
未被提及。

离婚后，卡斯塔诺坚持前
往女方住所探望宠物狗引发女

方不满。卡斯塔诺一气之下，
今年6月将女方告到法院，声
称自己与布斯塔曼特的婚姻虽
已终结，但西蒙娜是他家庭核
心的一部分，他依然对其情真
意切。

法官们很为难：此案该由
家庭法院受理，还是该由巡回

法院受理？
波哥大高等法院的法官们

认为，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将宠
物视为有情感的家庭成员，因此
多物种家庭需要受到保护，既然
原告认为西蒙娜是他的“女儿”，
家庭法院理应受理此案。

波哥大高等法院还援引巴

西一家法院2022年7月的一份
判决：巴西一对夫妇离婚后，为
照顾宠物狗的费用产生争议，
法院裁定费用由双方分担。

波哥大第三家庭法院近日
裁决，男方探视西蒙娜的要求
必须得到满足。

（摘自《都市快报》）

离婚后打官司寻求对宠物狗探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