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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奶奶快开

门
"

昨天咱们夺得金牌了
# $

!

月

"#

日上午
$

时许
"

家住鹤山区

九矿街道办事处广场社区的张

新芳家响起了敲门声
"

原来是

办事处
!

奥运读报队
$

队员来给

老人读奥运新闻了
#

今年是奥运年
"

九矿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了解到
"

不仅

社区年轻人关注奥运会
"

老年

人也非常关注奥运会
#

考虑到

有些老人由于身体原因
"

看不

清楚电视或不能长时间观看比

赛
"

为让老人们及时了解奥运

新闻
"

九矿街道办事处准备在

奥运前夕组建一支
!

奥运读报

队
$"

在奥运会期间让队员们轮

流为老人读报
#

这时
"

该办事处原有的
!

陪

唠队
$

队员主动要求将该任务

接下来
#

据悉
"

为让辖区的空巢

老人不孤单
"

今年
%

月
"

九矿街

道办事处向辖区居民发出了招

募老人陪唠志愿者的号召
"

仅

仅一天时间
"

就有
"&

名党员
%

低保户和热心居民报名参加
#

办事处根据志愿者的年龄
%

兴

趣爱好等划分
"

让他们与空巢

老人结成陪唠对子
#

自从
!

陪唠

队
$

队员上岗后
"

不仅空巢老人

不孤单了
"

一些
!

陪唠队
$

队员

也成了受益者
#

队员孟玉芳是

低保户
"

平时很内向
"

不愿与人

交流
#

社区主任鼓励她参加
!

陪

唠队
$"

在陪老人聊天的过程

中
"

孟玉芳深受感染
"

也变得自

信起来
#

自
!

月
&

日开始
" !

陪唠

队
$

队员正式转变为
!

奥运读报

队
$

队员
"

他们每天从报纸
%

电

视
%

网络上获取奥运新闻
"

然后

再读给老人们听
"

让老人们也

参与到奥运中来
#

该办事处负

责人袁志勇说
&!

我们年轻人关

注奥运的同时
"

不能忘了老年

人
"

让老人们及时了解奥运赛

场新闻
"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分

享奥运成功的喜悦
#

毕竟举办

奥运会是咱国家的百年梦想
"

身为中国人
"

咱都感到骄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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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辽宁省

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

草案
)*

首次把对老年人的
!

精神慰藉
$

纳入这部地方性法规
# '

条例

(

草案
)*

规定
"

赡养人应当履行

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义务
"

与

老人不在一起居住的
"

应当经

常问候
%

看望老人
#

人们常说
"

法律是一个社

会的道德底线
#

当履行对老年

人的精神慰藉被写入法律的时

候
"

我们在庆幸法律日渐健全

的同时
"

也应该意识到不注重

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

视的社会问题
#

-./0123

亲人之间的关心
"

尤其是

父母子女之间的关心本应是发

自内心而不需要督促的
#

但由

于一些子女疏于尽孝
"

使得一

些老人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以

期挽回子女久违的孝心
#

'##!

年
)

月
''

日
"

淇滨区

牛庄村郭老汉因为赡养费的支

付问题起诉
)

个儿子
"

起诉时

与长孙共同生活
#

'##!

年
*

月
'"

日
"

汤阴县

某村王老太起诉现在淇滨区生

活的二女儿
"

原因是其不支付

赡养费
#

'##*

年
"#

月
"

郑州一对

*#

多岁的夫妇将小女儿诉至法

院
"

要求她一个月回家探望两

次
#

虽然目前支付赡养费的案

例仍占大多数
"

但父母要求子

女进行精神赡养的案子也已不

再是什么新鲜事儿# 在物质生活

日渐充裕的今天
"

老年人可能

更希望子女能在百忙中抽出时

间常回家看看
"

经常与他们交

流
"

而这些要求已不再是单纯

的物质给予所能满足的
#

能否

在精神上赡养好老人已成为当

今子女尽孝的首要问题
#

456789:;<=>?

百善孝为先
"

尊老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

但稍作反思

你或许会发现我们中的多数人

却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成长轨

迹
&

小时候在父母的百般呵护

下长大
"

走向社会后整日忙于

自己的事业
"

有点儿时间也是围

着自己的小家庭转
#

以至于有

人如此表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

关系
&

在孩子年幼的时候
"

父母

含辛茹苦培养其长大成人
#

有

些孩子上大学后却变成了候

鸟
"

要钱时才回来一趟
+

结婚后

又变成了游客
"

老家好比景区
"

回来
!

观光
$

的次数越来越少
+

父母年老体衰后
"

儿女又成了

断线的风筝
"

想把他们
!

拽
$

回

来都成了一种奢望
#

或许多数人是有孝心的
"

但因为工作实在太忙很难抽出

时间
"

或是总觉得以后有的是

时间
"

想等自己有了足够的金

钱和时间后再好好地回报父

母
#

殊不知
"

很多事情并非有没

有时间
"

而是我们有没有将其

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

今年
*)

岁的退休干部李

善修老人身体硬朗
"

是一个自

学成才的民间艺术家
#

他雕刻

的木质花瓶
%

创作的油画和素

描等作品在周边城市已小有名

气
#

他的
&

个孩子中
"

)

个儿子

都在外地工作并定居
"

只有小

女儿在本地
#

谈起他的这
&

个

孩子老人赞不绝口
&!

孩子们虽

然都很忙
"

不能经常陪在我身

边
"

但我挺为他们高兴的
"

因为

他们现在过得很好
"

都在不同

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
#

&

个孩子对我们老两

口都很好
"

很孝顺
#

女儿在本

地
"

离我们最近
"

每个星期都来

看我们
"

后来我们觉得她工作

忙又要照顾孩子就让她两个星

期来一次
"

不过她还是坚持每

个星期都来看我们
# $

李善修说

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

虽

然只有女儿一个人在身边
"

但

因为她很孝顺
"

自己仍感到很

欣慰
#

!

只有到过年时才能跟其

他几个孩子相聚
"

不过有时候

也聚不齐
#

)

个儿子中数老四最

忙
"

他在南阳油田工作
"

整天加

班
# $

说起不能常见面的儿子
"

老人眼里有一丝惦念
"!

我不怪

他
"

其实我很理解他
#

孩子有自

己的事业
"

他是在为自己的事

业努力奋斗
"

在努力为国家和

社会作贡献
"

我应该支持他的

工作
#

我和老伴虽然时时刻刻

想看到孩子们
"

希望他们能经

常陪在我们身边
"

但这样对孩

子们来说不公平
"

只要他们健

康我们就很高兴了
# $

李善修的儿子们因为工作

忙很少回家
"

但每次回家都会

给老两口带回很多东西
"

并给

他们一些生活费
#

小儿子知道

父亲喜欢画画还特意给他买了

些素描
%

油画类的书籍
#

有一次

小儿子回家给老两口带回了一

部
+,

机
"

李善修和老伴觉得既

新鲜又好玩
"

那天他们拍下了

很多画面
#

后来想儿子时老两

口就拿出
+,

机看看
#

孩子们贴

心的礼物
"

让李善修和老伴甜

在心里
#

不过李善修说
&!

其实

我最高兴的时候不是我的作品

创作成功的时候
"

也不是收到

孩子们礼物的时候
"

而是全家

欢聚一堂的时候
#

现在日子好

了
"

不缺吃不缺穿
"

如果能多些

时间和儿孙们聚聚
"

我和老伴

就更满足了
# $

虽然不断强调孩

子们应以事业为重
"

但在与记

者的交谈中
"

李善修的言语间

仍掩饰不住希望常见到儿孙们

的愿望
#

老人说
"

一家
'#

多口

人一起吃饭对于他们老两口来

说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

供电公司的刘蕴伟终于在

去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周口老

家
"

算起来距离上次回家已经

整整
*

年了
#

其间
"

刘蕴伟的儿

子出生了
#

由于经常要加班
"

老

家又比较远
"

刘蕴伟很难抽出

时间回老家
#

去年重阳节的时候
"

老师

的一个课外作业让刘蕴伟的儿

子小辉哭了很长时间
#

当时
"

小

辉问刘蕴伟
&!

老师说重阳节快

到了
"

每个小朋友都要给自己

的奶奶洗脚
"

谁洗得最好
"

谁就

是最孝顺的孩子
#

我没见过奶

奶
"

我到底有没有奶奶
, $

小辉

的话让刘蕴伟一时无言
#

刘蕴

伟说
&!

小辉最羡慕别的同学上

下学都由爷爷奶奶接送
#

本来

打算去年暑假带小辉回老家

的
"

因为临时有工作又没回

成
# $

刘蕴伟的爱人说
&!

其实蕴

伟很爱自己的母亲
"

加上常年

不在母亲身边
"

他对母亲的感

情反而更深了
#

身为妻子
"

我很

了解他
#

孩子一岁的时候
"

我们

有心带着小辉回老家
"

那时恰

逢两网改造
"

蕴伟说这事关乎

老百姓生活
"

是整个供电部门

的大事
"

我们看望母亲有的是

时间
+

孩子
%

岁时
"

薄弱的鹤壁

北部电网亟待加强
"

大闾寨变

电站正在建设
"

蕴伟说如果这

个矿区的变电站不能按时完

工
"

几万名矿工兄弟的生命将

会受到极大威胁
+

孩子
&

岁时
"

终于等到他有公休假了
"

小辉

可以回老家看望奶奶了
"

蕴伟

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
"

他说

班组的人员少
%

工作多
"

他是班

长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

不经常回家的刘蕴伟会时

不时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家里

的老人
# !

我也想过把父母接过

来住
"

但老人在老家生活习惯

了
"

不愿意搬过来
#

幸好家里还

有个弟弟
"

对老人也有个照

应
# $

刘蕴伟说精神赡养这个提

法很好
"

现在什么也不缺了
"

老

人更需要精神上的孝敬
#

78@ABCDEF

关爱老年人
"

不仅是每个

家庭所面临的问题
"

也是全社

会所面临的问题
#

随着物质生

活的不断提高
"

多数老年人在

吃穿用上已没有后顾之忧
#

对

于那些子女在外地的老人们来

说
"

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关爱
#

无论是父母子女间的骨肉

之情
"

还是兄弟姐妹间的手足

之情
"

都应该是一种人性的本

能需求
"

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

露
"

如果这种亲情的表达沦落

到需要法律强制执行的地步
"

无疑是亲情的悲哀
#

!

尊老爱幼是咱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

赡养问题绝不仅

仅局限于赡养费的给付
"

老年

人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

对子

女而言
"

对父母的精神赡养是

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
"

是一种

必须履行的责任
"

是一种不容

推辞的道德约束和法律要求
# $

新区的王正先生说
#

!

常回家看看有那么难吗
,

现代社会生活紧张
%

工作繁忙
%

竞争激烈
"

但怎么说也没忙到

无法和家人团聚的地步
#

有些

年轻人的业余时间是花在社交

应酬
%

旅游观光
%

休闲度假上

了
# $

在新区新世纪广场休息的

李老先生对记者说
#

!

老人有老人的天地
"

子女

有子女的世界
"

子女再孝顺
"

给

予老人的精神赡养也是有限

的
#

精神赡养可以是多种方式

的
"

直接参与提供的精神赡养

效果固然很好
"

但间接提供的

精神赡养也很可贵
#

一个电话
%

一次探望也许都会有意想不到

的效果
"

都会让老人很满足
# $

李善修说
#

淇滨区政府的王女士认

为
"

给老人订上几份报刊
%

买几

本好书可能会使老人感到温

馨
#

外面的信息了解多了
"

老人

的视野也就拓宽了
"

文化生活

丰富了
"

精神上也就不会太过

失落了
#

另外也可以帮助老人

培养某方面的兴趣和爱好
"

如

集邮集报
%

养鸟种花
%

绘画书法

等
"

为老人寻找一个新的精神

支柱
#

行孝的方式有很多
"

最简

单的莫过于时常抽时间陪陪父

母
#

古语说
& !

子欲养而亲不

待
# $

不要等到自己的行孝条件

都成熟时才发现世界上最爱自

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

不妨

从现在起
"

像歌里唱的那样
!

找

点儿空闲"

找点儿时间"

领着孩

子
"

常回家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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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

记者了解到
"

浚

县黎阳镇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

太
"

将猪饲料精当成调料下了

锅
"

结果得了
!

瞌睡病
$#

据老太太说
"

她感觉近
%

天

来总是昏昏沉沉的
"

吃了就想

睡
"

家里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

觉
"

但没她严重
#

她觉得奇怪
"

去

附近的医院查了查
"

也没发现啥

问题
#

后来她儿子去喂猪
"

到处

找猪饲料精找不到
"

结果在厨房

发现了
#

老太太这才明白过来
"

原来这几天来她把猪饲料精当

成调料下锅了
#

老太太家喂了一头猪
"

平时

都是儿子
%

儿媳喂猪
#

前两天炒

菜时
"

她发现调料用完了
"

看到

外间桌子上放了一包
"

不识字的

她就拿去下锅了
#

结果
"

全家人

都成了
!

瞌睡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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