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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搭子 同居养娃

家视视界界

■ 薛元箓

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
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
“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发布。《意见》指
出，“人民法院应当依据
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
定，依托真实案例，向离
婚案件当事人提示和强
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
法定义务和权利，以及
违反法律要承担的不利
后果等”。

有媒体将《意见》解
读为“加强未成年人犯
罪预防工作”之举，甚至
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是《意见》的主要目标任
务”。这显然失之偏颇，
把“关爱未成年提示”当
成了应对热点事件和舆
论的急就章，忽视了《意
见》在关爱、保护未成年
人权利上的更广泛内
涵，和它作为法治建设
意义上所具备的普适性
和长久性。

通过《意见》可以
看到，“关爱未成年人
提示”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解除婚姻关系应
当谨慎”。“即使解除婚
姻关系，也应当关注未
成年子女心理健康和
情感需求，妥善处理抚
养、探望、财产等相关
事宜。此外，父母任何
一方均不得违背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等方式争夺抚养权，否
则可能承担不利后果；情节严重的，人
民法院可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二“离
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

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双方均应全
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支付抚
养费、配合对方行使探望权等义务，
相互协商配合，切实维护未成年子女
合法权益。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
害的，父母双方应当依照民法典相关
规定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显然，上述提示内容充分预见了
离婚案可能给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全
面性，涵盖了包括心理、情感等无形伤
害和财产、权益等有形伤害。同时，从
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概念上，对离婚父
母于子女的责任义务，给出了明确的
法律要求和法律后果。其指向，就是
通过上述提示，“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
年人产生不利影响，维护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

《意见》还对各地法院在具体履
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上，给出了
相关指导，指出，各地法院应“以线

上、线下等多种途径，通过口头告
知、现场提示阅读、播放视频、制发

‘提示卡’或‘提示手册’等多种形
式，在立案、诉前调解、审理、执行等
各阶段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
工作。必要时可以结合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进行。在抚养纠纷、探望权
纠纷、监护权纠纷、同居关系纠纷
等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中，也可
以参照离婚案件，开展‘关爱未成年
人提示’工作”。这些详尽的指导意
见也可以证明，“关爱未成年人提
示”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绝
非应急之举，而是针对离婚案所涉
及的保护未成年人权利问题的总体
制度设计。

日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发布，龙华区法院在调解一起离婚
纠纷案件时，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了《关
爱未成年人提示书》，“提示和引导离
婚双方依法履行父母的监护职责，继
续共同关心、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
孩子，做到离婚不离爱”。

据了解，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意见》后，龙华区法院发出的首份《关
爱未成年人提示书》。从格式内容看，
提示书共有七条，其中一到三条，柔性
提示离婚纠纷或将给子女带来的综合
性伤害风险；四、五条明确了离婚父母
对子女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六、七条则
通过列举监护人的法律责任，严肃告
知未履行监护人职责所需承担的法律
后果。提示书最后说：“寸草春晖，血
浓于水。父母应当肩负起对未成年人
子女抚养、教育、保护的法律义务，无
论婚姻如何变化，都应当一如既往，尽
心尽力，携手给未成年子女创造良好
的生活成长环境，给予未成年子女最
温暖的爱！”

应该说，这份由法与情相互交融
所体现出的温馨和格局，经典地展示
了“关爱未成年人提示”的本旨，对处
于离散悲剧中的家庭，不啻一件暖心
的礼物，值得作为范本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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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董颖

“我们是现在流行的离婚搭子，今年是我离婚
第三年，也是她一个人带儿子第四年，我有一辆车
7万买的，她有一套房全款20万买的。我有一个3
岁女儿，她有一个5岁儿子。我们现在除了赚钱，
就是一起陪孩子，其他什么都不想。这样的生活
真的太自由、太轻松了！”今年春天，一条视频的爆
火吸引了社会高度关注，也炸出了离婚搭子这种
新现象。

离婚搭子，指两个离异的人（以单身妈妈为
主），一起搭伴生活，彼此扶持，同居养娃的生活模
式，现在已成为部分离婚后独自养娃群体的新选
择。这种模式为什么会出现？搭伙生活有哪些利
弊？离婚搭子会成为一种新的“家庭”模式吗？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为此采访了当事人及专家。

我们更能相互理解

来自江苏南京的朱丹和费薇薇已搭伙生活了
两年，最近，她们一起登上了东方卫视的《妈妈咪
呀》节目。

“我们一起生活养娃那会儿，还没有离婚搭子
这个说法。其实，我不太认同这个词，搭子是友情
未满、合租室友的关系，而我们更像是战友，共同
面对生活、孩子、经济压力等各方面的事情，我们
是可以互为后背的。”快人快语的朱丹对记者说。

三年前，她们在工作中相识，朱丹1992年生
人，离婚5年，有两个女儿；费薇薇1983年的，离
婚6年，有一个女儿。离婚后，单亲妈妈的时间和
精力是个大问题，怎么兼顾带孩子与赚钱？

朱丹经营书馆，搭伙前陪孩子时间少；费薇薇
是教师，因为孩子一年级很黏妈妈，又有上下学接
送问题，无奈只能辞职，收入成了问题。“都是单亲
妈妈，所以，我帮她招生做家庭托管，半年招了四
十几个孩子，我的孩子也付费给她托管，真比我自
己带得好，孩子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朱丹说，孩子
和薇薇母女处得特别好，有时她下班晚了，孩子就
住在薇薇家。“后来薇薇的孩子生病，半夜要去医
院，一个人接送很困难，心理又脆弱，同时考虑到
生活成本，我们就搬到了一起。”

在她们俩看来，生活中有太多困难需要一起
克服和面对，比如，早上送三个孩子上学，晚上接
孩子回家、做饭、辅导作业，生活上的琐事都需要
两个人互帮互助。一个人带孩子时，有很多不能
解决的问题，两个人住一起之后事业和孩子都能
兼顾了。而且，由于两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
差异不大，住一起后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但心理上
多了陪伴和支持。

对于很多网友关注的家务分配、金钱支出等
问题，朱丹表示：“薇薇是家庭托管师，有17年一
线教学经验，我把孩子交给她也会付学费的；她
让我帮忙做自媒体线上业务，我也按比例获取收
入。在这个方面我们谈得很清楚，这样友谊才能
长久。现在，我们也是事业上最好的伙伴。其余
的生活成本，我们大部分是自己买自己的，中间
有交集的部分AA制，有时也算不清楚，但我们
俩都不是爱记账的人，无非是她垫了之后我心里

面有数，给她买回去。深层原因是我们两个人都
不计较。”

至于家务，薇薇有些小洁癖，而朱丹自认为条
理性不太强，两个人约定，自己的房间互不干涉，
公共区域大家都多注意，薇薇因为对环境要求高，
会多做一些。她们认为，很多女性不怕做家务，只
是家庭其他成员要能看到、认可这份付出。

“我们更能理解对方。当然，有时也有小分
歧，但坐下来聊一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
她觉得我对孩子太松了，或我说她把家里打扫得
太干净了，搞得她也很累……本质上，我们都是为
了孩子和对方好。”朱丹说。

合适的人比模式更重要

在离婚搭子的视频或帖子下面，有三类声音
最为集中：一类是质疑，质疑这种模式迟早会散
伙；一类是支持，支持她们互相扶持过好自己的生
活，认为两个女性一起搭伙生活更和谐；还有一类
是寻求搭子，不少离异女性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
信息：地区、孩子年龄、性别，寻求同性搭子。

需求背后，是离婚后独自带娃的艰难。很多
单亲妈妈会同时面临时间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一
方面，孩子太小离不开人，很多妈妈连洗澡、做饭
都匆匆忙忙，特别希望有人能搭把手；另一方面，
一个人带娃生活成本和两个人搭伙带娃的开销相
差不大。因此，不少离异妈妈对这种模式非常动

心，希望能赶快“搭上”。
“其实这个搭子，就是过去的合作伙伴关系，

是社交关系的一种，比如，旅行搭子、饭搭子、养老
搭子，还有工作搭子、学习搭子等。”中国科学院心
理学博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乔实分析，“搭
子模式是人际关系中固有的一种模式，它的好处
显而易见：比如，成本低，无论是情感投入、经济投
入，还是社会关系的投入都比较低。另外，搭子是
短期人际交往模式，从心理学或社会学角度来分
析，它是不建立在长期主义的友谊、爱情或亲情的
基础之上的一种合作，所以，简单容易获得。”

在这种新型育儿模式下，有的搭子经受住了
时间的考验，彼此支持走出了婚姻失败的阴霾，拥
抱新的人生，也有的搭子仅在一起住了几个月就
散伙了，留下一地鸡毛。“我们在一起生活，彼此不
习惯，觉得互相影响。”记者联系的离婚搭子杨女
士说，自己已经结束了4个月的搭子生活。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北京市
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表
示：“这种模式其实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可以看作
过渡的选择。两个家庭在同一时间段有着相似的
计划，孩子成长有了伴，两个家长也可以分工，一
个挣钱、一个负责辅导孩子。但它不是常态，很难
长久。尤其是产生一些矛盾后，如何评估各自的
贡献？除非两个人高度认同对方及对方的教育方
式，而且为人都很豁达。”

“只有找到合适的人，才能像我们一
样产生1+1＞2的结果。”朱丹和薇薇根
据自己的感受，给出了建议：两个人能

力要匹配，不能一个太强一个太
弱；性格不能太计较，格局要大；

孩子相处融洽，孩子的年龄、性
格都要考虑。像朱丹和薇薇
的三个孩子分别是二、三、四
年级，关系处得很好。

“孩子们一起写作业、一
起玩、一起运动，她们比以前
开心多了。准确地说，孩子
们都感到多了人爱自己。”朱
丹说，“孩子们很清楚，自己

的妈妈和阿姨的关系很好，是
兄弟姐妹的那种好，毕竟我们不是
组建了一个家庭，未来是会分开
的。等孩子上初中不在一个学校

了，我们可能就会分开住，孩子的发展决
定了我们未来是否住在一起。其实，马上我们
就要搬家，由现在的三室一厅变成隔壁的两个

单身公寓，但重点在于我们时时都能互相帮衬。”

新型模式协同育儿

朱丹和薇薇也要面对社会上不理解的眼光和
审视——

开始租房时，单身公寓主管不肯租给薇薇，担
心她带着孩子影响其他租户；5个人一起在小区
里合租三居室时，也曾被邻居报警，理由是“这家
里没有男人，怀疑是群租房”。这让妈妈们觉得举
步维艰。在网上火了后，妈妈们还要面对社会上
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评判，不得不在网上解释：

“我们都不排斥谈恋爱，未来如果遇见合适的异
性，是愿意交往的。”

“近年来的养娃搭子、养老搭子、离婚搭子，反
映了社会组织架构多元化或称人际间交往的多元
化趋势，从中国传统固有的集体主义或大家族，慢
慢过渡到当下更关注个体的发展。因此，这些搭
子在情感上、经济上、社会支持上形成短期的生活
模式，我们应该接纳这种模式。”乔实表示，“但是，
它不会成为主流，因为它其实是无奈之举，是对人
际关系的一种补充。”

因为在相互扶持中获得了快乐，经济上也有
了底气，朱丹和费薇薇很愿意把自己的模式介绍
给有需要的妈妈，在南京，一些单亲妈妈也采用了
她们的模式，尝试一起带娃+创业，有三个妈妈组
成了一个小团队，共同努力追求新的生活。未来，
这样由单亲家庭组成的互助小组，可能会以更多
形式出现。目前在网络上，也开始出现离异男性
组成的生活搭子。

针对这些新型搭子方式，张荆从法律方面提
示：“首先，搭子生活不具有法律保障性。如果因为
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或其他分歧，导致后面的经
济纠纷会比较麻烦，家务劳动承担多的一方不容
易被保护，没办法给双方的贡献量化。不像夫妻，
有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为保障，当一
方出现一些情况时，另一方还有扶养的义务。第
二，两个孩子如果是异性，容易产生一些隐患，或者
对孩子的性心理产生一些影响。第三，如果一方
进行看护时，导致另一方的孩子受伤，该怎么定
性？是监护关系？委托关系？都不是。今后这类
关系如果产生一些纠纷，也给法律带来新的挑战。”

离异家庭的育儿、生活方式需要社会更多的
关注和支持。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政策和福利支
持，帮助离异家庭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社区可以
建立支持和互助的组织和平台，让离异家庭能够
相互支持和帮助；社会各界也可以通过宣传和教
育活动，提高对离异家庭的理解和尊重，减少对他
们的歧视和偏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
持，我们可以为离异家庭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包容
和支持的社会环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焦秀秀

“老杨，胡萝卜肉馅儿的，尝尝合不合口味！”中
午11点刚过，张志端着一盘刚煮好的水饺走进了邻
居杨善茂的家，杨大爷患病不能自理，悉心照顾他十
几年的老伴董阿姨因小孙子生病去了北京，老邻居
们便自发为杨大爷送饭。张志说：“远亲不如近邻，
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需要时伸一把手挺正常的。”
这种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温馨一幕，发生在山东省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

作为“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社区”“山
东省示范家长学校”“山东省家庭教育示范基地”，
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以“家和”为主线，嵌入“家
文化”理念，打造了温馨和谐的家人社区。随着城
市的更新改造、居民需求的多元递进，随着爱心妈
妈、巾帼志愿者、社区基金等元素的融入，从以“家
和”为中心打造熟人社区，通过道德银行、最美家
庭评选首推项目化、德蕴人和，源自居民对社区的
认同、归属、参与并形成人和乐居品牌，到嵌入家
文化理念打造家人社区，家文化在这里实现了1.0
版本到4.0版本的迭代升级，工作触角也延伸到
社区各个“神经末梢”，不断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家庭教育培养造就合格父母

“生活在尊重里的孩子才会尊重父母。当我
蹲下来，我突然发现孩子眼中辽阔而美好的世
界。”“感谢老师的指导，我现在感觉身心舒畅、如
释重负。”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站，大家在“妈妈减
负”小组活动中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

依托心理咨询室，社区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
站，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从妈妈需求出发，通过小
组活动为妈妈们提供群体减压支持服务，通过“喘息
服务”，让妈妈们获得喘息、调整的机会，舒缓生活、

养育压力。此外，家庭教育指导站还利用沙盘等专
业道具，定期为生活困境的家庭提供个案辅导，帮助
家长、青少年理顺情绪，保持乐观心态。

社区录制家庭教育“微课堂”，定期在网格化
群、微信公众号推送，让家长、学生等不同群体利
用碎片化时间学习适合自己的内容。

“历下区妇联连续两年为每个社区配发‘漫说
家庭教育’系列书籍，开展‘七彩·巾帼’漫说家风
展社区巡展，给人带来启发和感动。”历下区甸柳
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海霞说。

公益社会组织消弭服务盲区

作为济南市历下区首批社区基金试点单位，
社区设立了困境儿童“微爱筑梦”项目，精准聚焦
困境儿童，开展定向资金募集，充分发挥社区基金
的价值，回应困境儿童需求，解决社区“小、急、难、
困”问题，弥补了政策救助的边缘空白。

社区连续开展四届微创投大赛，家园+公益
创投孵化出妈妈的味道、幸福阿姨、成长教育联
盟、伴童服务队、甸柳童盟儿童议事会、泉水叮咚
少儿民乐队等10余支妇儿社区社会组织，实现了
运用社区基金自我造血、自我支持。“家园+”品牌
已成为社区闪亮名片。

“爱心妈妈可以认领项目结对帮扶，还可以通

过社区社会组织回应孩子们在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例如伴童服务队，就是社区家长建立的互助式
社区社会组织，专门解决孩子接送难问题。甸柳
童盟儿童议事会让我们听到儿童的声音，像我们
的儿童友好广场，就是儿童和设计师一起商讨设
计的。碧荷泉韵民乐团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泉
水叮咚少儿民乐队依托碧荷泉韵民乐团建立，孩
子们可以免费学习一门民族乐器，本期学员有70
人，受益的孩子累计达500多人。”社区妇联主席
许蕊解释道。

多元手段助力女性就业创业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玩偶样式，大家看一
下。”在“妇女之家”，非遗手工坊布壹堂的匠人们
正进行布艺手工制作，从开始的兴趣手工制作，到
投身公益彰显社会价值，再到设计出自己的品牌，

“布壹堂”向产业化转型，涵盖全职妈妈的巾帼非
遗匠人实现了就近就业。依托快聘平台，通过招
聘双方信息的精准匹配，可快速解决“4050”人
员、全职妈妈等就业问题，打造“一刻钟就业圈”家
门口就业模式。

“泉芯火焰温暖万家，点亮了四季。”社区居民
的感恩之情都浓缩在了这首由居民自己填词、演
唱、出演的社区主题曲《我家住在甸柳一》中。

生活频道频道

离婚搭子在情感上、经

济上、社会支持上形成短期

的生活模式，但专家认为，

这种现象不会成为主流，因

为它其实是无奈之举，是

对人际关系的一种补充。

新型“家庭”模式来了？

山东济南历下甸柳新村街道

打造“家文化”让居民美好生活再“升级”

非遗手工坊的匠人们在花朝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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