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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广告热线：泉州0595-22567990 13850753316

温馨提示：选择金融、二手车、加工、征婚等分类信息，凡涉及到现金、计息、转账等交易事宜，请注意防范，谨防受骗！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江滨南路南益鲤景湾三期A座4F（办理时间：上午9:00-下午17:00）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泉州丰泽区凉飕鞋服网店（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03MA32BW7C4C）不 慎 遗

失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第六建筑公

司石狮公司（注册号：15433309）不

慎遗失圆形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丰泽区益凤贸易商行（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03MA34C1L598）不

慎遗失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印章编

号：35050310012295，声明作废。

泉州市鲤城区开元街道刺桐社区居民

委员会不慎遗失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

款票据，票据编号3924436，声明作废。

泉州市咸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03MAC2K4XP50）不慎遗失

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印章编号：

35050310065085，声明作废。

漳州市台商投资区角美镇黄秀花不慎

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会保障号：

350600197403064549.现声明作废。

泉州市亨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圆形光敏的公章一枚，公章上

编号：3505211004719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漳州市福馨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
定书》(漳税三稽处〔2024〕28号)及《不予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书》(漳税三稽不罚〔2024〕1号)，请在看到本公告后及
时来我局领取（地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朝阳
东路 109 号，联系电话：0596-6310281)，若在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前来领取，本文书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24年11月5日

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关于送达税务文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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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来说，农村“啃老”现象是个系
统性问题，一味在道德上谴责年轻人啃
老，无法解决“啃老”困境。对此，受访专
家和基层群众认为，要消除农村啃老现
象，应综合施治，既要为广大中青年农民
的就近市民化提供更多保障，也要降低婚
姻综合成本，减轻其负担，还要推动崇德
向善的乡风建设，在思想上使其扎牢自立
自强的正确认识。

扭转农村不良风气，恢复家庭传统功
能。农村啃老与社会风气密不可分。针对
一些农村攀比之风、消费主义抬头，部分专
家学者建议，结合各地实际探索有效举措，
发挥乡风民约软约束、黏合剂作用，通过正
向激励，引导村民崇德向善，改善乡村风气。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为农民进城提供更
多保障。随着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些想要进城的农村居民承担着较重的生
活压力。基层干部认为，进城农民大多经济
基础较弱，收入相对不稳定，应在保障性住
房、教育等方面为其提供更多保障，共享城
市发展成果，降低农村啃老发生概率。

持续引导降低农村婚姻综合成本。
当前，婚姻开支逐渐成为农村家庭最大开
支，也是农村啃老的“重灾区”。受访对象
建议，以整治高额彩礼为起点，在住房、购
车等婚姻事项上加强引导，不断降低农村
婚姻综合成本，为农村家庭减负，让更多
年轻人看到奋斗的希望，减少滋生啃老的
土壤。

“啃老”不是个新现象。早在2011年就
有媒体报道，我国六成以上家庭存在“老养
小”，并引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数据
称：在城市里，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

“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依靠
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

事实上，“啃老”已成为全球现象。今
年有媒体报道指出，韩国20至39岁青年中
既没有工作也没在求职的“纯休息”人口
有约61.3万；日本超过116万人不工作、不
上学或不参加任何培训活动；法国25岁以
上仍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有 130万人；印
度“啃老族”的人数 2004 年约 7000 万，到
2018年上升至约1.16亿。

在全球“啃老”现象愈发严重的情况
下，不少国家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2023
年11月，韩国政府宣布拨款1万亿韩元（约
合53.7亿元人民币），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加
入劳动力市场。多个欧洲国家为年轻人
提供了专业培训计划。印度政府于近年
发起了一项名为“印度技能”的计划，其中
包括一系列旨在加强技能培训和促进就
业的措施。

近期，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农村地区，中青年人出现啃老现象。
有的打工数年，仍需家里老人贴补；有的为了结婚成家，婚

前婚后都让老人“大力支持”；有的婚后子女管不了，还靠老人
给抚养费。在乡村全面振兴、城乡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农村啃
老现象亟需引起重视。

除了“啃金钱”
“啃时间”更为常见

啃老的“就应该”
和“不得已”

“啃老”不是新事
且已成全球现象

以整治高额彩礼为起点
减少滋生啃老的土壤

N半月谈 央视网
北京日报 人民网
环球时报 文摘报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农村啃老现象
在 20岁至 40岁年龄段的中青年群体都
存在，其中年轻人啃老主要表现为工作
后入不敷出、在家待业等，靠父母贴补。
而 30岁以上的人群不乏靠父母买车、付
房贷，部分父母还要拿出自己的养老钱
贴补儿孙。

中部地区某农村一名22岁的大学生
小王今年大学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已在
家休息几个月，他打算先在家复习考
公。“现在就业形势不好，与其在私企混
日子还不如认真考公，一些学长连续两
三年专门在家复习。”

山西24岁的宁博（化名）职高毕业后
进城打工数年，但不时需要父母贴补。
今年宁博结婚，在县城买房、彩礼等40万
元左右的花销全靠父母负担。“在外打工
日常消费高，很难攒下钱，不向父母伸手
就不错了，养娃根本不敢想。”宁博说。

富有富啃，穷有穷啃。61岁的王超
（化名）家境相对较好，尽管给儿子在城
里全款买了房和车，仍要贴补儿子一
家。“无论穷富都啃，富有富啃，穷有穷
啃，婚前婚后都啃。”王超说，“家境好的
还凑合，一般家境的该多难啊。”

白彩霞（化名）是宁夏西海固的脱贫
户，她25岁的儿子成家后在城里打工，每
月 3000多元的收入难以养家，她和老伴
只能节衣缩食，按月给孙子打奶粉钱。
白彩霞说，今年肉牛价格下降，养牛基本
不挣钱，她在公益性岗位工作，每月近
1000元的收入基本都贴补孙子了，一家
人只能借新还旧凑合过日子。

除了“啃金钱”，“啃时间”更为常
见。不少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将孩
子交给父母养育，长辈花钱又费
力。中部某省 35岁的韩飞和妻
子常年在江苏打工，有一双儿
女，都由爷爷奶奶照料。“我们一
年最多回家两次，每次在家最多
待半个月，孩子从小由我爸妈带
大，日常花销也主要由我爸妈负
担，真的没办法。”韩飞说。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
青年为就业、成家、子女教育等涌向城市，人
员地域流动、阶层流动、信息流动等因素的影
响加强，对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观产生冲击。

受消费主义影响，农村攀比之风抬头，
有的中青年人消费欲望强烈，一度追求高额
消费，完全超越个人能力。“干啥都要比，说
啥都是钱。”王超说，买手机只买苹果手机，
买车低价的不考虑，必须得开出去能撑面子
的，“停在那儿都能让人高看一眼”。

高额消费掏空了一些农村中青年人的
钱包，养育子女等应由其承担的责任义务，
自然落到了家里老人肩上。东部某镇一位
老人说：“儿子没钱养孙子了，无论怎样也得
管呀，谁让是我生的儿子呢。”“如果不贴补，
小两口就会因为经济问题闹矛盾，与其这
样，宁愿自己少花点。”王超说。

老人的付出，被有的中青年人视为“就
应该”。自己要活得好，活得比别人强，为了
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他们顾及不
到抚养后代、赡养老人等传统家庭责任，
“啃”自家的老人，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除了主观上的“就应该”，也存在
客观上的“不得已”。记者了解到，购
房、彩礼等开支如今逐渐成为农村家

庭的大头开支。王超说，农村青年要成
家、孩子要上学，在城里没房根本不行，
这两年买房、买车、结婚彩礼等行情不断
攀高，以前结婚买县城的房子就行，现在
有的还要求到市里买，一些家庭因此不堪
重负。

在江苏沭阳，农村孩子要想到城里上
初中，除非成绩在乡镇排名靠前或父母
在城里有房子，否则至少要交上万元的
借读费等，其中不乏交三四万元的。
仅这一项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就是一
笔很大的开支。如果某个家庭不止一
个孩子，这笔钱对一般家庭来说负担

“真的很沉重”。然而不到城里上初中，
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与重点高中、大学
等无缘。“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到城里上
初中。”沭阳某镇一位老人说。

受近年经济形势影响，进城就业及创
业增收压力增大，部分农村中青年人认为
不得不啃老。中部某县人民法院法官表
示，农村中青年人进城后大多从事非固定
工作，收入不稳定，既要养家糊口还要还
房贷。近年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增
多，部分是进城务工农民房贷断供，还有
的是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小额贷款。

东部某省 40 多岁的张龙（化名）曾
在服装厂打工，几年前回家自己开厂，不
到 3年亏损倒闭，只能重操装修旧业，后
又陷入传销骗局，父母向传销组织支付

“赎金”才得以将其解救。如今，张龙意
志消沉，常年待业在家啃老。妻子和他
离婚后，留下一个上中学的女儿，也只能
由爷爷奶奶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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