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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一辈子奋斗得来的“老
窝”提前给了孩子，自己却失去
了居住权，白发苍苍的年纪居无
定所、困顿无依；孤独、无助的自
己似乎已被子女彻底遗忘，可就
在准备找个“老伴儿”时，从不露
面的子女却来个大集合，齐声反
对；省吃俭用攒下的“棺材本”，
却被子女、再婚老伴儿甚至是精
心布局的骗子虎视眈眈，稍不留
神就被雁过拔毛，再无傍身之物
……当年华不再，岁暮的老人们
靠什么来安享晚年？

我国现已全面进入老龄化
社会，并且面临“未富先老”、“未
备先老”的困境。而今，老年人
口数量庞大，老龄化进程加速，
尤其是高龄老人、“空巢”老人、
无能老人数量剧增。以我区为
例，今年8月统计数据显示：全
区共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5.75
万名，占户籍人口25%，超出全
国同期比例。可见，让老人安享
晚年，不仅仅是个体家庭问题，
也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伦理课题，
而已发展为一个社会性应对难
题。

不容忽视的是，当下一些人
敬老爱老意识淡薄，歧视老年
人，慢待老年人，乃至侵犯老年
人，限制老年人人身自由、骗取
老年人钱财、侵占老年人自有财
产、干涉老年人婚姻等事件不一

而足，涉及的领域不仅有人身权
利还有财产权利。这些现实问
题，对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
是一个沉重的考量，倒逼我们不
得不认真审视老年人权益保障
机制中的缺憾，并且竭力去更
替、填补和开拓。

如何将老年人的权益保护
进行到底，需要做的功课还不
少：一是政府需加快制定老年人
学习、工作、生活、教育等政策，
或者以政策购买服务等多种形
式，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二是倡导家庭美
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以教育
的方式来传承和弘扬“尊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三是通过法律
来推动，通过筑牢保障底线和设
置高压线，有力促进敬老、养老、
助老意识的形成和落地。

毋庸置疑，老年人是社会的
弱者，已成定势的思维和行为赶
不上社会转型变化，在用法律维
护自身权益时，还有许多自身难
以克服的困难。体力上的困难、
文化和专业知识上的困难、经济
上的困难，都会让老人在自我维
权方面居于弱势，需要借助外力
来扭转局面。但遗憾的是，从法
律层面而言，我国对老年人的佑
护还稍显单薄。尽管目前实施
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2012
年经过了修订，在敬老、养老、助

老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面对经
济社会发展、人口和家庭结构变
化的冲击，抵抗力仍显不足。简
单举例而言，虽然新修订法规定
要常回家看看，但探亲假的法律
保护，对看望时间的界定等等都
亟待法律明确规定。

有专家指出，老年人权益保
障是一个系统工程，老年人要想
安度晚年需要满足三大要素：
“老窝”、“老伴”和“老本”。这
“三老”本平常之极，现在却发展
成为潜伏纷争的主要雷区。为
避免老年人受到无谓的伤害，通
过道德引导、法律约束等确保子
女或相关责任人、责任机构履行
赡养义务是核心，妥善处理好财
产继承和养老费用负担等经济
问题是关键。老年人自身也有
必要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妥善处
理好婚姻、财产、子女关系，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促成和维护融
洽的家庭氛围。

让老年人颐养天年，是民族
传统的呼唤，也是文明社会的要
求，老人不是国家施舍的领取
者，而是制度的积极合伙人。希
望更多人关注、探讨、实现老年
人权益保障话题，增强全社会积
极老龄化意识，共同关注、关怀
老年人，实现老人们“最美不过
夕阳红”的夙愿。

司萱/文

日前，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市高
法等27个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工作的
意见》明确指出，优待老年人内容
包括政务服务、卫生保健、交通出
行、商业服务、文体休闲、维权服
务六大项。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将让老
年人获得实实在在的优待服务。

关注老年人，就是关注社会建
设、关注民生福祉、关注百姓权
益。为老年人提供更贴心更实惠
的优待服务，无异于在为尊老敬
老加油助力。近年，政府相关部
门在健全完善老年人权益机制和
规章政策的同时，组织协调社会
各方力量，做了大量让老年人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方面的工作。老年人健康
体检、心理咨询、医疗救助、社区
养老、休闲娱乐、交通出行等项目
设施，愈加人性化、规范化、信息
科学化，愈加贴近老年人需求。
既服务帮助了广大老年人，解决
了许多老年人的后顾之忧，也卓
有成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家庭

幸福。
老年人是国家、社会、家庭不

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对老年人的
关爱体贴、尊重敬仰，就是践行精
神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的最
好标志，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
好体现。敬老不仅需要立项目、
定规章、作部署、投资金，关键还
要多做善做小事、实事，尤其是我
们每个家庭、每个做子女的，务须
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疾患病痛
等方面，要多用心，多下点功夫。
人们也许还记得，2006年新疆某医
院那位被家人遗弃的八旬老人、
2012年青岛那位依靠乞讨、捡拾垃
圾生活的83岁老汉、2014年北京东
城那位睡公厕的老太太……他们
最需要的不就是家人的关心吗？

近些年，媒体广泛宣传、褒奖
的“感动中国”“十大好人”敬老孝
亲典型模范，为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注入了极大的正能量，
不但令国人赞誉感动、敬仰钦佩，
引起更多的社会组织、人士走进

养老院、老年人家中，身体力行地
帮助老年人解决这样那样的困难
问题。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典型
模范所展示的传统美德风范，看
到他们都是能俯下身子给老人洗
衣做饭、擦身洗脚、端屎端尿的普
通人，都是不怕麻烦、不畏艰辛、
知孝懂礼、善做小事实事的人。
古语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孝亲美德，就要做到传承民族优良
传统、优秀文化，就要以敬老孝亲
为荣，以敬老孝亲为己任。换言
之，这不仅是美德，更是责任。

敬老，是我国今天乃至今后数
年政府部门、社区与家庭必须面
对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既简单
又复杂，既光荣又艰巨，既是对国
家投入的检验，又是对管理部门、
责任人的考察。因为，这项工作涉
及的老年人医疗保健、心理咨询、
休闲娱乐、交通出行、衣食起居、临
终关怀，等等，都是琐事、小事、杂
事、难事。所以，务必要抱着多做
小事、实事，善做杂事、难事态度，
全心全意服务老年人事业。

传统是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
风俗、艺术、制度、行为方式等。传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优秀的传统是社会和人际关系发展的基
础。传统是历史的积淀，是经过时间考验，已经融入大众生
活习惯的。

提到传统，我们可能会想到传承。的确，传统需要传承，
才不会被时间所遗忘，才不会慢慢消失。但是传承，不是一味
地效仿，而是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改进，让传统在不失内涵
的情况下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顺应社会潮流。

我认为，创新是让传统生命力更强的最好法宝。稻香村
作为老字号的企业，也是咱们百姓身边的放心企业。在传统
的创新方面，它就做得很好。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稻香村
的货架上除了出售传统的糕点以外，近年来还推出了二十四
节气养生吃食，根据节气不同，气候变化的特点，从健康角度
出发，利用时令食材创新推出符合季节特点的点心、肉类、面
食等。既符合当下人们追求养生的潮流，又让人们重拾传
统，找回儿时的记忆。

创新使传统发扬光大的例子，不只稻香村一处。清明节
网上祭扫拓宽了纪念亡灵的方式、全聚德开设天猫旗舰店增
加了销售渠道、同仁堂生产安宫牛黄丸的“安牛班”从“流水
线”生产转变为人工和“流水线”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稳定了产
量、弹棉花的店主以手磨盘为基础研制了机械电弹棉机大大
提高了效率……

无论是什么样的创新，它都在传统的传承方面起到了推
动和延续的作用，也使传统更适应社会发展，生命力更强。有
时候传统像是一方沃土，创新是一粒依靠土壤发芽的种子；有
时候传统像一粒种子，而创新则是带着它飞舞世界的和风。

李琳/文

“九日登高处，群山入望赊。”
重阳节将至。在这温暖而厚重的
节日期间，是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也是出游觅秋，登高远眺的日子，
更是我们对年长的老人，献上敬意
的日子。

日子天天有，重阳只今朝。重
阳二字出现的时候，尊老敬老、谨
行孝道等话题不绝于耳。在节期，
对老人献上我们的敬意和礼物是
轻省的，可是如果在最平常的日
子，我们常常与老人有和睦的关系
并相互关爱便没那么的容易。

孝在心理。对于我们的父母，
除了身体上的关怀和照顾，要多多
关心老人的心理健康。时下，老年
人越来越重视保健，但主要是通过
保健品、药物等，但是心理健康问
题很少谈及。现实生活中很多老
年人由于长期缺乏与人沟通，易产
生孤独、自尊感不强和老而无用的
感觉。

老人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
稳定老年人的情绪变化、增强体
质、提高抗病能力有很重要的意
义。所以我们要重视和理解老年
人的心理特点，解决老年人的正常
心理需求。

人到老年，体力、脑力都有所
下降，勤于用脑可促进神经树突细
胞发育，延缓大脑衰老速度，预防
老年痴呆。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地
给予父母鼓励和肯定，像对待孩子

一样，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也要让他们有安全感，觉得老有所
依。

看清关系。孩子和父母的关
系，总是血浓于水，但当我们成人，
有独立的家以后，对于彼此的关系
也要有一个客观的期待，有时也要
划定界限。父母孩子应该是彼此
平等、相互依赖的关系。尊重包容
各自的习惯和个性，同时在彼此需
要爱的时候，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独生子
女，从小受到关爱备至的呵护，父
母凡事都首先考虑孩子，久而久
之，我们忽视了父母的感受，所以
我们应该重拾顺服谦卑的心，将孝
顺行在诸多日常小事上。

人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婆媳关系不好处，等等。有一
句话很好，媳妇的爸妈是爸妈，老
公的爸妈也是爸妈。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反过来想呢？己所欲，施
于人。

家里需要爱，也需要理，更需要
公义。每个人抱着尊重讲理的态
度，同时兼具爱人如己的心，对各自
的角色保持尊重和充分的理解。

爱在朝夕。“孝”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元素，一直以最基本、最
初始的道德规范形态存在于社会
中，尤其是我国，历来遵行“百善孝
为先”。

孝亦是爱，这爱是彼此付出，

相互接纳，是不奢求回报，也是彼
此感恩于心。子女顺服父母，父母
理解儿女。有了爱，才会有真诚的
孝，孝才能屹立不倒，才会不局限
于物质的满足和面子的敷衍。

爱是维持家庭关系的纽带，每
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和睦的家庭
环境，所以经济条件次之，只要全
家和睦，互敬互爱，老年人就会感
到温暖和幸福。

有时，因为父母年老体衰，反
应迟钝，我们往往没有太多的耐
心，时常是心中有爱，却容易暴
躁。殊不知这些细微的情绪波动，
经年累月，会影响老人的心情，使
他们若有所失。假若我们经常反
思，想想自己老迈时的样子和心
情，态度心境或许有很大的转变。

人生是有限的，是不完美的，
惟有接纳平凡且不完美的人和事
儿，才能更好地与老人相处，彼此
造就彼此成长。将孝道建立于爱
的基础上，让爱支撑最真实最持久
的孝道，天天都是重阳节。

最后引用《圣经》的一段话，让
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共勉：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
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
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
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
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
永不止息。”

京西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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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是我国第六个

“敬老月”。许多报纸网站都在
宣传本地的“敬老月”活动主
题。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尊
敬老人孝敬父母展开的，这是全
社会对老年人关心的体现，也是社
会文明进步发展的表现，值得大力
提倡。但笔者关心的问题是：当
“敬老月”过后我们该怎么办？

敬老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在“敬老月”中，各地老龄办都在
关心老人，从他们的精神生活到
物质生活，都给予全方位的关
怀，真正的让老人们感觉到了社
会的温暖。许多地方也确实为
老人办了很多好事，诸如减免了
70岁以上老人的旅游门票、公
交车票等，也成立了很多老年活
动中心，着实地发展了老龄事
业，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敬老
养老助老美德，这是有目共睹
的。只希望这些活动不仅在“敬
老月”中有所体现，也应当在“敬
老月”过后还能深入持久地开展
下去，将各项老年活动长期地办
下去，将一些不完善的活动设施
完善起来，真正做到为老年人着
想、为老年人服务，使他们能够
愉快幸福地安度晚年。

百善孝为先。可当今社会
上还有许多不尊敬老人，
不孝敬父母的家庭，谁都
无法否认这一点。因此应

该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上，广泛
地宣传那些尊敬老人孝敬父母
的家庭以及尊敬老人、善待老人
的好人好事。让他们的美德故
事深入人心得以弘扬光大。尊
敬老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从古至今，那些尊敬
老人，孝顺父母的例子举不胜
举，从达官显贵到草根百姓，他
们都以自身的行动将尊敬孝顺老
人表达得淋漓尽致。子路小时候
家里很穷，靠吃粗粮野菜度日。
有一次，他的老母亲想吃米饭了，
可是家里没有米，子路就走了很
长的路去亲戚家借了点米，满足
了老母亲吃米饭的要求，试想今
天当我们的年迈的父母，提出一
些要求时，我们是不是也像子路
那样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河北
衡水市农民林秀贞，30多年来
义务赡养了6位孤寡老人，正是
在她的带动下，她们村里的敬老
之风才得以盛行，原来年轻的小
媳妇们都在比谁的婆婆帮自己
带孩子、做饭、收拾家务，而现在
比的却是哪位媳妇最孝顺父母
最关爱老人。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榜样，敬
老爱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才得心
薪火相传。林秀贞能做到30多
年来义务赡养了6位孤寡老人，
我们就不能做到孝敬好自己的

父母吗？尊敬老人，孝敬父母是
每位做儿女的基本责任。网上
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连父母都
不去孝敬人，他会有爱心关爱他
人吗？这样的人你会和他做朋
友吗？”由此可以看出，人心向
孝，尊敬老人无疑是一个人的基
本素养与责任。

一首《常回家看看》传唱数
年而经久不衰，它之所以深受广
大听众喜爱，是它唱出了广大听
众的心声。闲下时多回家看看，
陪父母聊聊天，为父母洗洗脚尽
尽孝心，做做家务……让年老的
父母能体验到儿女对他们的关
心。我们都有变老的时候，我们
的父母都已成为老人，今天的老
人就是我们明天的自己。敬老
尊老其实就是在尊重自己，是做
给后代人看的事情，是薪火相传
的事情，是心手相连的事情。为
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也没有
理由不孝敬老人。

关心老年人生活，倾听老年
人心声，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困
难，并不是只在“敬老月”才做的
事情，它应该长期地深入地渗透
进老年人的生活中；培育敬老家
风，建设和睦家庭并不是一时的
主题，而是永久的主题，是营造
敬老养老助老社会氛围的基础，
是老年人安度幸福晚年的保障。

温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