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光于

11年前，一张“春运母亲”的照片击中人
心。背着巨大行囊，左手提包，右臂中还揽着
一个婴儿的身影成为当年感动无数人的“春
运表情”。

11年后，在照片拍摄者新华社记者周科
的不懈寻找下，她的身份终于揭晓——32岁
的巴木玉布木，一位来自我国西部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的普通彝族农家妇女。

11年的岁月在女主角身上沉淀出从容的
神情，她经历的一切让人感动唏嘘。两个孩
子离世的打击没有锉掉她的顽强，矮小的身
躯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地。

如果没有时代的眷顾，疾风中的劲草难
以挨过命运的寒冬。

凉山州地处我国西部深度贫困地区，
1956年民主改革前还处于奴隶社会，社会发
育程度极低。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物质匮乏，但中国
政府持续向当地“输血”。20世纪70年代，火
车沿着成昆铁路呼啸来到巴木玉布木的家
乡。之后，一批批彝族青年沿着这条铁路走
出大山，去城市中闯荡。

曾经的大凉山，女人的命运如出一辙：出
生订下“娃娃亲”，十六七岁就嫁人，生儿育
女，终其一生，辛苦劳作。出生在改革开放后
的巴木玉布木不用再像母亲那样一生围着火
塘、农田和牛羊，南下务工的大潮将她带到千
里之外的城市。2010年1月30日，她坚强的
身影被定格在新华社记者“春运”的镜头中。

过去三年，凉山州年均外出务工人数超
过100万人次，务工收入占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巴木玉布木的家乡，扶贫，是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凉山人的集体记忆。

1994年，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实
施，当时的巴木玉布木正值幼年，越西是当时的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在她12岁时，凉山
州解决了21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虽然生

活艰辛，但她与家人已不必忍饥挨饿。
此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的贫

困线标准不断调整。我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
时，凉山州还有51万贫困人口，山高坡陡的
越西县依然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凉山曾被污名为“蛮夷之
地”。过去8年，1.2万多名扶贫干部从四面八
方奔向这片土地。新中国成立前令西方传教
士胆战心惊的“畏途”，今天是我国东西部扶
贫协作、行业扶贫、对口扶贫的热土。

过去8年，通过精准扶贫，越西县8.2万
个贫困家庭从土坯房、茅草房搬进了通电、通
水、通路、有家用电器的安全住房。巴木玉布
木也告别了土坯房，搬进了新居。

过去，由于医疗资源匮乏，两个孩子先后
夭折，成为巴木玉布木一生的痛。如今，越西
县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通过医疗保
险，贫困家庭住院只需承担5%的费用。今天
的凉山母亲已不必再像她们的妈妈那样，在
黑暗的土坯房中忍受生产的痛苦和危险。

从没上过学是巴木玉布木最大的遗憾。
今天，她的四个孩子都走进了学校和幼儿
园。近年来，当地筹集8.55亿元资金推进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家庭孩子从幼儿园、义
务教育阶段到中职、高中都有资助政策，曾经

辍学的4470名学生全部重返课堂，女童入学
率超过99%。

国家政策的倾斜、海量扶贫资金和项目的
注入改变着大凉山的模样，改写着人们的命
运。千千万万个凉山母亲，也用双手创造着美
好的生活，为她们的后代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越西县城北感恩社区，阿敌阿呷木2019
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深山搬来这里。离开
山头进城头，她放下了农活，捡起了绣花针。
今天，在凉山州妇联的支持和培训下，全州彝
绣从业妇女近2万人。

越西县河东乡，从小啃着玉米、土豆长大
的莫色小兰，曾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完成学
业，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她
却选择回到越西做一名教师。过去12年，她
在授课之余不分白昼地奔走在助学路上，凭
一己之力为孩子们筹集了237万元助学款，
帮助了559名面临失学的孩子。

出生于越西县新民镇的阿西阿呷，过去
25年坚守值乘在成昆铁路普雄站与攀枝花站
之间的绿皮“小慢车”上，服务着将“小慢车”
视为“生命线”的彝族乡亲，在列车上调解纠
纷、担任翻译、解决困难，甚至为人接生……

绣娘、教师、列车长……那是火塘边的老
祖母从未想象过的人生。 （新华社发）

▲

“春运母亲”巴木玉布
木开启海上养殖新职业。2月
4日巴木玉布木（右）与丈夫巫
其石且在渔排上。

▲ 11年前的“春
运母亲”照片

新华社发

2010 年 1 月 30 日，新
华社记者周科在江西南昌
火车站广场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一位年轻母亲背上的巨大行囊压弯了
她的身躯，手里的背包眼看拖地，但揽在
右臂中的婴孩整洁而温暖。11 年后，记者找
到了这位母亲。她叫巴木玉布木，现年32岁，彝
族，家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
桃园村。

巴木玉布木没上过学，不识汉字。她所在的村庄
土地贫瘠，收成低。迫于生计，她和丈夫外出打工养
家。当年，她在南昌一家砖厂打工，一个月挣五六百
块钱，身边带着未满一岁的二女儿。那次到南昌火车
站是回家给二女儿看病，但是村里医疗条件有限，孩
子5个月后不幸夭折。此后，她再也没有外出打工。
巴木玉布木说：“那时，桃园村只有一条泥巴路通往外
界，出行靠马车，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不少孕妇都是在
家里生产，小孩子生病很难得到及时救治。”

2014年，巴木玉布木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桃园村引进烟叶种植后，她就拉着丈夫种烟叶，年收
入不断增加。2020 年，她家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
成功实现脱贫。2013 年以来，巴木玉布木又生
育了 3 个孩子，全部在县城医院免费接生。
目前的4个孩子中，大女儿巫其拉布木上
初一，次女读小学一年级，儿子巫其
布吉上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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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拜年”让疫情不扩散“年味”不变淡

“春运母亲”背后的彝族女性命运之变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周韵曦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在《关注和防止男
性青少年“女性化”趋势》提案中提出，他通过观察发现，现在
中国的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追求“小鲜肉”式的

“奶油小生”，他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男孩子“女性气质化”。
针对这一提案，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关于政协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04号（教育类410号）提案答复
的函》（以下简称复函），称将从加强体育教师配备、加强学校
体育制度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该复函一经发布便引起热议。有网友认为，现在的男
孩越来越不像男孩；也有网友认为，该提案“男孩女性化”的
观念有性别歧视之嫌。那么，在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过程
中，应秉持怎样的性别观念？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又应如何
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就此
采访了多位教育领域专家。

性别气质并非刻板的两极

男孩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就意味着他们正在趋
向“女性气质化”吗？性别气质就是刻板的两极吗？在受访
专家们看来，答案均是否定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教育部家庭
教育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孙云晓认为，该提案虽有些概
念不够准确，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男女青少年都需要
运动，学校和家庭不仅满足不了他们运动的需要，还剥夺了
他们承担责任的体验，同时伴之以过重的学业压迫，这是一
个真正的成长危机。‘女性化’一词有歧视女性之嫌，也需要
防止形成刻板印象。”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专家、广
东省中山市教研室科研部部长冯继有同样认为，“男孩‘女
性气质化’的观念缺乏社会性别意识，以为性别气质是刻板
的两极，觉得男阳刚、女阴柔才自然、正常”。他表示，将“柔
弱、自卑、胆怯”等归为“女性气质”，是对女性的贬低。“性别
气质是一道多样化的光谱，不存在简单固定的男孩样，和与
之完全不同的女孩样。”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说：
“如果说女性所谓更加细心、更加体贴、更加温暖，那男性应不
应该具备这样的品质？如果一个男性能够有责任、有耐心地
教养孩子，体贴、关怀妻子，善于表达爱意，那么这样的家庭关
系不是更和谐吗？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男性呢？”刘文利
说。她强调，在教育过程中如此区别“男性化”或“女性化”，会
加深性别刻板印象，而这是对性别平等的一种威胁。

“我们应该认识到‘男女有别’除了生理性别，还有社会
文化构建的社会性别”，冯继有建议，社会、学校等不应宣扬

“男孩有男孩样，女孩有女孩样”，而应进一步实施性别思想
启蒙，提高公众的社会性别意识，让人们都能秉持正确的性
别意识：性别气质是多样化的，女孩可以刚，男孩也可以柔。

提高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刻不容缓

复函中，教育部提出具体要求，如加大力度提高体育教师素质能力，适度改进体
育教师教学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

孙云晓认为，教育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体育锻炼是正确的，这是学生身心健康的
需要，也是民族强悍国家强盛的需要。多年来忽视体育已经导致文弱之风，这是必须
改变的。当然，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是丰富而完整的，要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
教育方针，才能保证学生的健康和谐发展。

“家长确实应从孩子幼年时就培养他们对运动的爱好，以及对体育精神的领会，这是
强健民族气魄非常重要的方式。”但刘文利质疑，“体育运动和体育精神的培养与提倡，与
培养男孩去‘女性化’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应该将此作为男孩去‘女性化’的措施。”

“一提‘阳刚’，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首先想到的是男性的强壮，但难道女性就不
可以强壮吗？”刘文利认为，这种所谓的“阳刚”正是性别刻板印象规范的那种男性气
质，是需要打引号的。

冯继有和刘文利均认为，如果将“阳刚之气”视为“敢于为先、坚强、担当”等优秀
品质，那么这不应该是男孩专属，女孩同样应该具有。

此外，冯继有还担心：“‘阳刚之气’正是校园欺凌产生的土壤”。一项性别友善校
园现状调研发现，校园欺凌的五分之一属于性别欺凌，很多男孩因被视为偏“女性化”
而遭受欺凌。“防止男孩‘女性化’之类的言论，与政府和社会各界防范校园欺凌的努
力背道而驰。”

“一说教育男孩，就谈‘阳刚’，谈体育课；反之教育女孩就谈‘柔美’，谈舞蹈课，这
样的性别刻板印象用于教育，如何落实‘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性别平
等原则和理念在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标准及教学过程中如何充分体现？如何让男孩女
孩都实现全面发展？”冯继有深感，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是必要的、长期艰巨的，“开展
社会性别理论培训，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刻不容缓。”

扭转刻意分性别教养的家教观念

受访专家建议，父母应秉持不过度区分性别的教养观念，同时家庭的功能建设应
得到进一步加强。

冯继有认为，“不接纳各人不同气质，不尊重不同阶段儿童的成长规律，一刀切地
要求男孩要有所谓‘阳刚之气’，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事实上，一些研究得出了与传统观念相反的答案。据孙云晓介绍，心理学家桑德
拉·贝姆曾通过“双性化测验”研究证实，双性化人格在社会适应性、未来成就等方面
要好于单一性别化的孩子。

这一测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并非孤例。“很多研究表明，更加开放的、不刻意分性
别教养孩子的家教方式，更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刘文利指出，父母的很多性别
刻板印象会深刻影响孩子，并通过自己的养育方式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孩子，比如按性
别区分、购买玩具，给予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对孩子探索自
我兴趣、发展自我潜能人为设置了很多障碍，会减少很多孩子自由选择的机会。”她建
议，父母不刻意区分性别，给孩子提供相同的教育支持环境。

在孙云晓看来，要让孩子更坚强、有责任、有担当，家庭教育从幼儿阶段开始就应
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顽强意志、责任感和学会审美等品质，并在家中专门给孩子设
置家务劳动岗位。

“家庭教育本质是生活教育，现在则更多强调知识教育。”孙云晓认为，家庭教育
应回归美好生活，让孩子学会做家务，学会承担家庭责任。孙云晓建议，父母还要鼓
励青少年阶段的孩子积极做志愿者、参与社会实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经过充足的
体育锻炼和承担家庭责任、体验社会责任的磨炼，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良好成
长，家长和社会所期待的男孩的成长需求也会得到满足。”

“在学校和家庭中，我们都应该提倡性别平等教育，同时，更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
让男孩将粗鲁、冒犯视为男人味，家长更不要抱有‘我家是男孩不吃亏’的想法，而应从
小教育男孩在性别关系中学会尊重，成为具有性别平等观念的新一代。”冯继有建议。

■ 刘天放

春节就要到了。近日，对2013名受访者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93.0%的受访者今年春节会“云拜
年”，视频连线、语音连线是主要的“云拜年”形式；
86.0%的受访者表示“云拜年”会让这个春节过得
更特别。看来，疫情下人们对“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疫情防控从“云拜年”做起，令
人看到了希望。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
全，各地都号召大家减少流动，就地过年，尤其是

“春节期间不串门拜年”，如此，“云拜年”无疑成
了最佳选择。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最大，加上春节
期间恰逢寒冷冬季，非常适合病毒生存，而聚集
显然是防疫之大忌。

平时过年，家家户户除了吃团圆饭、观春晚、
尽享阖家团圆的惬意之外，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
是挨家挨户“串门拜年”。无论是亲友还是街坊
邻居之间，大家串串门门、聊聊天，送上真挚的祝
福，这既是一个传统习俗，也增加了“年味儿”，因
为面对面交流更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和友谊，
又能增添喜庆气氛。

但疫情下，大家相互“串门拜年”，无疑为病
毒的感染、传播、扩散、蔓延敞开了大门。减少流
动和出行，既是安全之需，也是防疫之需。

而本次调查中表明，“云拜年”已经成为疫情
下的一个“共识”，这令人欣慰。希望更多人都能
服从大局，切莫在此期间选择不必要的出行和流
动，否则无疑是给疫情防控“添堵”“添乱”。其
实，“云拜年”未必降低拜年质量，只要心诚，什么
样的拜年形式都能表达情谊。由此，“云拜年”让
疫情不扩散“年味”不变淡，愿每个人都能付诸于
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