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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职儿女”的话题引发了诸多关
注与热议。按照网友的定义，所谓“全职儿
女”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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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考研。

在不少短视频App里，一些年轻人分享
了自己成为“全职儿女”的日常，他们通过陪
伴父母、做家务等方式，通过付出一定的劳
动换取来自长辈的经济支持。豆瓣上还出
现了名为“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小组，
目前组内已有3000多位“打工人”。大家或
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居家生活的经历见
闻、酸甜悲喜，或提出问题困惑，相互交流经
验……

““全职儿女全职儿女””

每个周末，念安都会带着孩子去妈妈家
做晚餐，她负责打下手，父亲变着花样做拿
手菜，看着母女两人狼吞虎咽，父亲会倒上
一盅白酒，半眯着眼睛享受天伦之乐，妈妈
再聊聊过往的事情。

“这是一份充满爱的自由职业。”在念安
看来，她现在的状态属于“眼前没有好机会，
所以停下来看风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个过程中，成为“全职女儿”的她不需要承担
来自生活的压力——爸妈每个月给她 4000
元，不够了还可以再要。

成为“全职女儿”之前，念安的工作专业
性强，压力大，24小时待机值班。“别人都在
休假或轮番值班，我却需要每天工作，有一
次甚至崩溃大哭。”40岁，从工作了十几年的
单位离开，需要很大的勇气。从作出决定开
始，念安每天都处于焦虑的状态中：不断做
决定，再否定自己，继而重复这个过程，心力
交瘁。

在家人的一致同意下，念安辞去工作，
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女儿”：父母每月给她开
4000元的工资，要求早上陪跳舞1个小时，上
午陪买菜，偶尔陪逛街，负责处理家里所有
跟电子相关的东西，以及晚上和父亲一起做
晚餐。除此之外，每个月为家庭安排一两次
旅游，并兼职司机岗位，剩余的时间则由她
自己进行支配。

张女士今年68岁，她的独生子李昊（化
名）今年40岁，原本在上海有一份很好的工

作。6年前，张女士生了一场重病，小李为了
照顾张女士，断断续续请了将近2个月的假
期。张女士病情痊愈后，小李回到单位后没
过多久就辞了职。“当年我是反对他辞职的，
他的工作曾经是我的骄傲。但是他的工作
压力太大了，上海生活成本也高，不忍心看
到他那么痛苦，就随他了。”张女士告诉记
者。

辞职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李在家也积极
地寻找工作，但由于2年的竞业限制，很多匹
配专业的工作都无法做。2年下来，小李找
工作的热情也就淡了下来，如今已经成为了

“职场忠诚度”百分百的“全职儿子”。
每天早上，小李会给父母做早饭，然后

给家里大扫除。有一点洁癖的小李能把家
里的每一道缝隙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大扫
除后，就是做午饭和晚饭，除此之外，小李的
时间就是自己的了，炒股、锻炼、看书，每天
晚上还会陪父母一起散步、遛狗。

张女士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每个
月有 11000 元左右，每个月他们会给小李
5500元的“补贴”。小李吃住都在父母家，花
销很少，交完社保后竟然还能存下一笔钱，
他说：“以前月入2万元在上海当月光族，现

在需求和欲望都放低了，反而有了存款。”
“除了有点愁儿子找不到老婆，我们家

的情况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张女士乐呵
呵地说，“但单身有单身的幸福，只要内心接
受了，我比大部分空巢老人幸福太多了。”

算算““啃老啃老””吗吗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类似的“全职儿
女”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对
此，网友“吵翻”了，有人认为“全职儿女”是
新型“啃老”，逃避职场的压力。有人认为这
也是一种工作、生活方式，选择做“全职儿
女”没什么不好。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

“过渡状态”：一边做“全职儿女”，一边准备
考研或者找下一份工作。

对于“全职儿女”这一社会现象，有媒体
发表评论认为，“全职儿女”和“啃老”还是不
同的，“啃老”是年轻人待在家里，什么也不
干，就靠父母养活自己。而“全职儿女”，则
是把照顾父母、做家务作为自己的“职业”。
就好比一些“全职太太”，辞职在家，教育孩
子、照顾家庭，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也是在
为家庭作出贡献，并省去雇用保姆的费用。

有人指出，“全职儿女”的增多，也是受

到了多方面的社会背景影响。其中，最主要
的一方面是等待就业的年轻人不断增多，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被照顾。
2021年，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64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
14%，202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4.9%。

在不少年轻人及其父母看来，当前，年
轻人步入社会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对比起
来，在家做“全职儿女”比“用健康换钱”的职
场要好得多，不用早出晚归，在家即可上班，
钱多事少，离家近，没有职场压力，还包吃包
住，还能省下请保姆照顾父母的费用……

过得怎么样过得怎么样

回归家庭后的“全职儿女”们究竟过得
怎么样？实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有网友直言，这一现象背后有巨大的就
业焦虑：“如果能去找到理想工作挣高薪，谁
愿意在家里呢？”也有网友说，很享受现在的
家庭生活，“一家人其乐融融，太幸福啦。”

也有网友说，当上“全职儿女”后，“父母
偶尔会流露不满，我明明觉得不舒服，却根
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底气，因为确确实实还在
依靠别人”。

记者采访了宁波的心理咨询师孙媛
媛。孙媛媛认为，非常理解年轻人选择成为

“全职儿女”的行为。不过在外人眼里，“全
职儿女”无需工作，在家里可以很轻松地过
日子，但其实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清楚。“全
职儿女”与父母一起居住，长久下来，也会因
为价值观、生活习惯等方面，造成家庭矛
盾。另外，“全职儿女”家庭可能还会遭受亲
戚的冷眼或不理解，这些都是压力。对于

“全职儿女”的现象，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对这
一现象的美化，并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因
素：比如年轻人的社会压力，社会老龄化带
来的问题，家庭、职场之间的平衡等。要更
好地应对这个问题，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政府应该建立健全老年照顾和残疾帮扶等
公共系统，让年轻人在外打拼时没有后顾之
忧；而家庭也应当创造更和谐的氛围，家庭
成员之间互相理解，给予年轻人去独立面对
生活的勇气；我们每个人也要保持乐观积极
的心态，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不断尝试，不轻
言放弃。 本报综合消息

“全职儿女”算不算“啃老”引热议

新鲜面包宁愿扔掉也不打折销售新鲜面包宁愿扔掉也不打折销售

“只卖一天就是新鲜”“现烤面包不卖隔
夜货”“每日现做只售当日”，在福州越来越
多的商家打着“新鲜”的招牌吸引顾客。然
而，再新鲜、再美味的食物如果卖不完，晚景
也很“凄凉”。

近日，记者在位于福州市某吐司店看
到，店内柜台上的日历招牌标示当天日期，

并且还标注“所有吐司均为当天现场
制作，现场烘烤，绝不隔天销售”“本柜

产品当天食用口感最佳”“常温保存，保质
期2天”。服务员告诉记者，这些吐司都是
当天制作当天销售，如果在当晚10点半前
未售完，就全部扔掉，不会放到次日再售。
记者问：“未售完的能否打折低价出售？”服
务员明确表示不行。当晚10时许，服务员
将余下未售完的几十块吐司集中收进一个
黑色的大垃圾袋中，然后将袋子丢弃到隔壁
垃圾间的垃圾桶里。在这片区工作的环卫
工人蔡女士告诉记者，经常能看到这家店将
当天未卖完的吐司扔掉，以前她曾向该店提
出能否将这些准备扔掉的吐司送给她，但对
方没同意。

在另外一家连锁烘焙社区店记者看到，
店门外招牌广告上写着“现烤面包不卖隔夜

货”，店内现烤面包展示柜上立着一块木制
日历招牌，上面除标注当天日期外，还标注

“即制即售日鲜美食”“本柜裸售产品均为当
日生产，常温存放，保质期为当天，请于当日
食用最佳”。

该店烘焙师傅告诉记者，这些现烤面包
全是当天制作，营业到晚上11点，如果没卖
完就扔掉。记者问：“晚上11点来买有没有
打折？”烘焙师傅表示只负责烘烤，不知道详
情。收银员则表示，卖不完就倒掉。见记者
求购现烤面包，店员说，如果早几分钟到还
有，现在现烤面包全报废了。地上有2个黑
色垃圾袋，记者凑近一看，发现每袋大约有
几十块面包。

福州东百中心地下美食区汇集了许多
面包、蛋糕、饭团、寿司、炸鸡店。芝士点心
超级仓的店员王小姐告诉记者，该店现烤面
包“每日现做只售当日”，如果卖不完，除留
下几块作为员工次日的早餐外，其余的都要
扔掉。幸旨寿司柜、半糖蛋糕柜的服务员均
表示，当天有剩的话，除送一点给隔壁档分
享外，其他的全部扔掉。

余量食物处置方式争议多余量食物处置方式争议多

餐饮业资深人士刘经理告诉记者，“当
日鲜”食品、临期产品、“卖相不好”的食品
等，在零售业内被称为余量食物。长期以
来，余量食物的处置方式有诸多争议。“卖不
完就倒”“不打折贱卖”基本是这些“当日鲜”
食品经营商家的硬性规定。一方面，这是出
于维护产品品质和企业品牌的需要。譬如
现烤面包保质期一般都有两三天，但当天食

用肯定口感最好。商家为了输出“新鲜”概
念，给消费者留下新鲜美味的印象，肯定要
严格执行当日制作当日销售、不卖隔夜货的
规定，这样便于控制产品质量，保证产品品
质、口感等，从而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另一
方面，也是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卖不
完就倒掉或统一回收处置，禁止门店打折销
售，一是要确保价格体系稳定，二是可避免
消费者等待在打折时段购买。余量产品不
赠送员工或他人，可避免员工为了这些赠品
而超量制作，也可避免产品外赠后出现意外
事件。

消费者陈女士看了记者拍摄的被丢弃
面包图片后，表示可惜。她认为，企业保证
食物新鲜的做法值得赞赏，但没必要把尚能
食用的面包丢掉。可以打折促销、赠送环卫
工人、回收用作饲料，这些做法并不会影响
品牌价值，反倒是将食品当成垃圾丢到垃圾
桶的做法让人反感。消费者更看重的是企
业行为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
怀。

值得称赞的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
的商家在福州市食安办的指导下开设余量
食物驿站，将余量食物免费赠送给有需要的
人群。

业内人士建议，应鼓励更多的食品经营
企业积极开展余量食物捐赠，探索、尝试通
过余量食物自取驿站、余量食物定点捐赠等
形式，构建一种新的资源整合生态，减少浪
费，服务有需要的人群，带动更多社会大众
参与“余量食物再利用”，带动社会公众“倡
导节约，反对食品浪费”。本报综合消息

““现烤面包现烤面包 不卖隔夜货不卖隔夜货””没卖完的面包该去哪儿没卖完的面包该去哪儿？？
每到深夜，一堆当天出炉的现烤面包、蛋糕因未能卖掉就被集中收进垃圾袋丢弃到垃圾桶中，这样的场景在福州市一些

面包店天天都在上演。因为“只卖一天”“不卖隔夜货”，一些食品经营商家为追求绝对新鲜，将依然在保质期内的美味食品直
接扔掉。商家这种行为是企业正常经营行为还是严重的食品浪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