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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年逾七旬的胡佩荣打了一辈
子的篮球，一家三代出了5个篮球（国际
级、国家级）裁判。子承父业，往往传为美
谈。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是否一定要“子
承父业”，不同的家庭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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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的事着实令人羡慕，但
是在湖北襄阳59岁的陈科看来，
是否“子承父业”更多要看子女
的个人选择。

作为一名内科医生，陈科也
一 直 希 望 女 儿 能 当 个 “ 医 二
代”：“从小就带她在医院大楼里
玩，熏陶治病救人的理念。”陈

科希望女儿学医，除了对这个职
业的热爱外，还觉得自己在圈子
里有一定人脉，能帮到女儿。但
女儿却没兴趣做医生。2016年高
考，陈科要女儿填医学院，女儿离
家出走躲到同学家。最后，陈科
妥协，让女儿选择了自己喜欢的
专业。

“强扭的瓜不甜。”深圳62岁
的肖亚玲深有同感地说，“我有个
侄女也被父母逼着学医，她自己
完全不喜欢。毕业后，她不愿去
医院上班，宅在家里几乎患上抑
郁症。最后，她父母只好放弃。
侄女转行当司仪，父母帮她开起
婚庆公司，日子过得美美的。”

苦恼：劝学医逼得女儿出走

76岁的尚剑兴生活在湖南长
沙，从他父亲起到他孙辈，一家
4代都有当教师的，“我们家现在
11 口人，有 7 人是教师”。他家
如何做到“职业传承”的呢？尚
剑兴认为，一定要区分好培养与
强迫的界限。

受父亲影响，尚剑兴当了老
师，后来他希望子女也能从事教
书育人的职业。他对3个子女从
小严格教育，灌输教书育人的信

念。孩子们学习好，都考了大
学。但在填志愿决定职业时，尚
剑兴却将主动权交给子女：“我
教会他们读书成才的本事，当不
当老师，并不强迫。”大女儿选
择成为老师，儿子和小女儿成为
警察和公务员。到了孙辈这一
代，尚剑兴更开明，鼓励他们按
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只有孙女
因从小就受尚剑兴的影响，选择
报考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60岁的林桂芳和老
伴在西安卖了30多年凉糕。子女
们都嫌摆摊累，不愿接手，差点
让林桂芳的好手艺后继无人。西
安的外国游客多，林桂芳苦学英
语，用英语跟外国客人吆喝。结
果 ， 林 桂 芳 的 店 成 了 “ 网 红
店”，生意更加火爆。“ （后来）
儿子和女儿都愿跟着我继续开
店，学习凉糕手艺。”林桂芳说。
来源：综合快乐老人报、体坛报

建议建议：：可以培养可以培养，，但不强迫但不强迫

眼下遂心的保姆难找，不少人
考虑找亲戚来帮忙，认为这样既放
心又靠谱。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
在与亲戚相处的过程中容易引发各
种矛盾。

有过请亲戚当保姆经历的广州
市民曾先生大吐“苦水”：表面上
请亲戚当保姆放心又靠谱，但实际
相处中，考虑到对方是亲戚，有时
说话时刻要照顾对方的感受，就算
有意见也要委婉提出，一个不小
心，就会伤及双方的感情。

45 岁的陈先生对请亲戚当保
姆一事深有感触。他曾请过在乡下
的姑妈来当保姆，没想到才过一个
月就发生争执。“姑妈认为粮食不
能浪费，食物掉在地上必须捡起来
吃掉。考虑到小孩的健康，我觉得
脏了的食物不能吃。”陈先生说，
姑妈回乡后，四处对亲戚说他“摆架
子”“看不起人”，让他十分无奈。

广州荔城街沙园中路的爱君家
政员工张女士表示，请亲戚当保姆
并非不可行。首先不管是雇主还是
亲戚，都应摆正心态，友好沟通。
其次，在亲戚里选保姆，必须多方
了解其品行，不可听一家之言。可
以选择关系没那么近的亲戚，不至
于出现有问题不能沟通的情况。第
三，签订正规合同，事先说好报酬
和工作职务，按规矩办事，尽量避
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她建议市
民最好通过家政公司等正规渠道请
专业保姆。专业保姆能更好完成家
政服务，就算出现问题，也可通过
家政公司协调。来源：增城日报

请亲戚当保姆

最好签个合同

从中学开始打篮球，胡佩荣
坚持了近60年。他在浙江嘉兴的
篮球圈小有名气，是国家一级篮
球裁判。

每天上午9点，73岁的胡佩
荣便会来到小区附近球场打球，
或者和老年球友们一起切磋球
技。“以前打球真的是不要命，
现在完全属于锻炼身体了。以前
的篮球架是水泥柱子，经常是球
投进了，身体也撞到了水泥柱子
上。”胡佩荣笑着说。

而最令胡佩荣自豪的是，他
把自己篮球爱好在后辈中成功播
散并且开花结果了。

胡佩荣1948年出生，他从16
岁读中学时就开始打篮球。“打
球60年，可以说是钟爱一生，三
天不打手脚‘发毛’。我给自己
制定了篮球‘211 工程’的小目
标，就是每天投篮、三步上篮、
打板跟罚球要超过211次。”胡佩
荣说，自己从小就十分热爱打篮

球，而这份热爱已经坚持了 60
年。1993年，自己被评为国家一
级裁判，当时嘉兴这个级别的裁
判也就只有两三个人。

后来，胡佩荣在洪合镇工作
期间与妻子相识，妻子很支持他
打篮球，儿女以及孙子都受他影
响爱上了篮球。

胡佩荣认为，培养兴趣要从
小 就 开 始 。 儿 子 胡 吉 是 “70
后”，9 岁时，胡佩荣就带着他去
球馆练球。儿子读初二时，加入
校篮球队。为了鼓励儿子打球，
胡佩荣还组建了一支父子篮球
队。儿子上大学时在体育学院学
田径专业，但受父亲影响，整天泡
在篮球馆，最终在2009年晋级为
篮球国际级裁判；女儿是国家二
级裁判，女婿是国家一级裁判；
孙子胡宇衡1996年出生，目前也
是国家一级裁判。胡佩荣他们这
个大家庭中有了5位篮球裁判。

此外，胡佩荣认为氛围也很

重要。在他们家庭
微信群，大家平时聊得最
多的也是篮球。

时光流逝，胡佩荣和他的老
年球友爱篮球的热度丝毫未减。
只要逢周六下午，大家常常相约
在嘉兴篮球协会球馆里，在这个

“根据地”以球会友，不少年轻
人也会前来切磋球技。

胡佩荣说，无论是自己打
球，还是在电视上看儿孙做裁
判，一说起篮球，自己好像依旧
是60年前的那个在篮球场上挥洒
汗水的少年。

传承传承：：一家三代一家三代55个篮球裁判个篮球裁判

一家5位国际级、国家级篮球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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