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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机 构 服
务 效 率 的 堵
点，就是老百
姓 生 活 的 痛
点 。 为 民 服
务，就应该给
民 众 带 来 便
利。

本报评论员
陈江

如果家里有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你

会怎么守护？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清晨四五

点钟，一辆垃圾清运车，一对父子，一条金毛

犬，穿梭在小路上。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准

时出现在杭州下沙元成东盛小区里。

四年前，许国兴还不是小区里的垃圾运

输员。“弟弟意外离世后，爸爸的情况越来越

严重。所以我放弃之前的工作，想尽我一切

可能，照看好老爸。”家里的变故，对父亲打

击极大。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老许得了阿尔

茨海默症。为了更好地陪伴和照顾父亲，许

国兴选择了到社区工作。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

天罔极”。面对生我养我的父母，当然应该

尽心尽力地赡养照料。但在快节奏的当下，

父母垂垂老矣之时，要想让子女守候在身

边，殊非易事。很多时候，并不是子女不想

留在父母身边尽孝道，而是迫于种种因素，

确实难以做到。尤其是当老人家患了阿尔

茨海默症之类的疾病，照料更成了难题。家

庭条件允许的，可以送到敬老院或请保姆看

护陪伴；经济条件不行的，有的在无奈之下

只能把老人关在家里。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尊

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1 条规定，赡养人应当

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

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当下，老年人的经济供养

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但精神慰藉却依然是

个难题。老人家盼着子女常回家看看，而子

女却往往只是出现在通讯录里。不管是送

养老院还是请保姆，都不能完全代替子女的

陪伴。

许国兴为了照顾父亲，而选择了到社区

成为垃圾运输员。这样的决定谈不上有多

伟大，但正是这种平凡守候折射出的人伦光

辉，令人感动。早上来个拥抱，拍拍手，做个

游戏⋯⋯看着这种温馨的场景，不由让人湿

润了双眼。

当然，称赞许国兴的孝顺，并不是希望

其他人依样画葫芦。如何孝顺父母，自然应

该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

论。只要真有一颗孝心，即便不能天天陪伴

在老人身边，也必会通过其他方式让老人得

到心理慰藉，不至于孤独终老。

当父母垂垂老矣，子女不该只出现在通讯录里当父母垂垂老矣，子女不该只出现在通讯录里

不 管 是 送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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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留学生因生活费不足而辱骂父

亲的聊天记录截图引起网友热议。网帖称，

这名在西班牙留学的女生每月生活费 1.1 万

元人民币（相当于1400欧元），父亲每月工资

1.3 万元。不少网友对该女生的言行表示气

愤。当事女生这样回应：自己确实有做得不

对的地方，现在也在反思自己。

在西班牙留学每月1万元人民币的生活

费，是多了还是少了，要看当地的消费水

平。有不少同样在西班牙留学的网友发帖

表明，每月1000欧元就基本达到当地中产家

庭的消费水平，1400 欧元消费不能说很高，

但也不算低。

留学生活费给多给少，更要看家庭收入

情况，量入而出。父亲一个月收入为 1.3 万

元，给女儿汇去 1.1 万元，无论如何，这样的

比例都过高了，已经超出父亲的承受能力。

况且，父亲已经明确向女儿表明，自己的工

资所剩无几。父亲其实是在委婉地提醒孩

子换位思考。

哪怕家庭经济能力足够，也还是要提倡

节约。留学不是享受生活，在物质生活上有

过高需求是不合理的。

珍惜留学机会，珍惜父母的付出，这是为

人处事的基本道理，是对父母的应有尊重。中

国家庭的习惯虽然和外国有些不大一样，父母

愿意为成年子女付出，但这不是理所当然，不

是无限满足，更不应凭此进行道德绑架。

这个女孩已经23岁了，应该已经形成基

本判断能力，但其言谈中流露出的金钱观念

之扭曲，对父亲付出之冷漠，让人忧心。也

许经历这次网络风波后，女孩会想得更多，

可这样的成长速度还是慢了点。

我们从父亲的言辞中感到深深的无

奈。这位父亲也许在自责反思，为什么如今

孩子的表现与家长的期望背道而驰，究竟是

哪个环节出了错。作为围观者的我们感同

身受，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教育子女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占据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管家庭情况怎么样，

为人父母者都希望能给孩子最好的，很多家

长一心想将孩子送入名校，砸锅卖铁也不足

惜。可是，究竟什么才是孩子最需要的，其

实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搞明白。从出生之日

起，到孩子有一天离开身边，他们真正需要

的是爱，是灵魂上的依靠和安全感，这种爱

和物质有关联，但不应是全部。

这起风波是一个机会，让彼此都能好好

想一想。无论谁犯过的错，都应该有改正的

机会，彼此允许对方改错，其实就是一次爱

的回归。

女儿不孝的背后，是扭曲的亲情观和金钱观

有人也许因“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

奇葩要求而困扰过，但论奇葩程度，恐怕还

远不如要求“植物人本人到场”来证明自己

是植物人。

据上观新闻报道，一年多前，上海市民

王先生因患脑部疾病不幸成了植物人，失去

了行为能力。然而，近日，家属申请伤残鉴

定证明时，却被要求王先生本人亲自到场。

为植物人做伤残鉴定，必须要“植物

人本人来”，而且还要去指定医院？张阿

姨联系了医院、残联等相关部门，得到的

答复都是流程的规定，没有通融的余地。

张阿姨虽然“ 哭笑不得”，最终还是在朋

友的帮助下，用车搬送植物人，含泪照章

执行。

也许不难理解制度设计的用意。因为

伤残证办下来，残疾人可以享受诸多福利优

惠，于是现实中就有一些人钻政策的空子。

相关机构要求残疾人本人到指定医院接受

伤残鉴定，可以防止有人弄虚作假。但要求

一个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的植物人“亲自到

场”做鉴定，是不是太生硬了，太缺乏人性关

怀了？

诚然，制度是刚性的，但办事的人可

以 是 灵 活 的 。 进 行 伤 残 鉴 定 ，办 理 残 疾

证，本身就是一项为民服务，而且是为残

疾人服务。对这类行动受限而生活不便

的特殊群体，服务方式要视具体情况而有

所 变 通 ，这 样 才 具 有 人 性 化 的 温 情 和 暖

意，而不是硬邦邦地回复一句“这是规定”

来推脱了事。

事情真的不能通融吗？非也。事实

上，中国残联在今年 6 月就印发了“为行动

不便重度残疾人开展残疾评定上门服务”

的通知，而 2018 年发布的《残疾人证管理

办法》中也有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应上门

开展残疾评定和办证服务”。办伤残证竟

然要求植物人“亲自到场”，说到底，是没

有切身体会到残疾人的实际困难，是事不

关己的冷漠；推诿时动不动拿规章制度说

事，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政思维和

作派。

社会机构服务效率的堵点，就是老百姓

生活的痛点。为民服务，就应该给民众带来

便利。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减环节、减时间、

减跑动次数，各种办证手续一再简化，怎么

还能让一纸伤残证明书，成为残疾人和其家

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要求植物人到场，如此照章办事是懒政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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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竟 什 么 才
是 孩 子 最 需
要的，其实很
多 人 并 没 有
完全搞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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