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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我是农村长大的，现在工作在县城，父母还居住
在农村。目前，由于自己的条件所限，还不能把父母
接到自家来住。好在农村里还有一个弟弟，可以照顾
双亲。每次节假日结束离开父母返程时，看到他们日
渐苍老的容颜，总会觉得自己很不孝。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很多人认为，
逢年过节回家给父母一大笔钱就是最好的孝敬。其实
不然，父母更多需要的是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沟通。
给父母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回家跟父母唠唠家常，远
比金钱更温暖。真正的孝敬，就是要在平时给予他们
精神上的慰藉，让他们尽享天伦之乐。我们不妨就从
常回家看看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父母洗洗衣
服，为父母做顿饭菜，为父母揉揉肩，陪父母聊聊
天，或许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比任何物质补偿来
得更为重要。

(四川丹棱县农业局 刘敬宗)

精神安慰更重要精神安慰更重要

孝敬父母关键在于心

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多少父母的期盼、游子的心
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却不能“常回家看看”。

现实中，不能常回家看看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
长年在外地打拼。其实他们有着最纯朴的情感，希望能给
父母以关爱。然而，工作的繁忙往往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
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对于在异地工作的独生子女们来说，
他们面对的是四个老人，平时既要忙于工作，又要抚养幼
小的孩子，难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即使他们想把父母接到
一起居住，可都市里高昂的房价让他们望而却步。每次回

家看望父母，购买礼品再加上一家人路费也需要一大笔开
销，看望老人成了一种经济压力。

此外，国家虽然有带薪休假制度，可在相当多的企业
和单位执行不到位。现在有很多子女工作所在地离父母
住地相隔千里，来回看望一次父母，仅靠短暂的几个法定
节假日时间，难以实现“常回家看看”。

笔者呼吁全社会能重视这一社会问题，共同解决不能
“常回家看看”的难题。

（重庆市璧山县 詹 勇）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异地谋生已经
成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的必
然选择。在人口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如何
尽孝，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对此，许多读
者纷纷来信，呼吁从身边小事做起，给父母
送去精神慰藉。

尽孝需尽心

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发改局的姚启超在
来信中说，孝首先是内心的愿望。内心有孝
敬、外在才有孝行。子女孝不孝，关键在内
心。有孝心的，虽然相距遥远，也会经常打
电话问候老人，或通过视频聊天的形式，经
常与老人聊天。

江西石城县委宣传部的邱有平在来信
中指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年轻人忙

于工作，忙于竞争，忙于挣钱，却难以回家尽
孝。建议在喧嚣忙碌的工作之余，日常琐事
的奔忙之外，多点行动，带上孝心，捎上关
怀，回家看看。

山东商河县油区工作管理委员会的窦
新春在来信中说，尽孝需用心用力。应该让
老人像孩子一样享受到我们的关爱和温
暖。只要“心”到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尽
孝，都会赢来老人的宽心和满足。

辽宁葫芦岛市龙港区张怀江也表示，应
做到“敬老如子”，即“像疼爱和关心孩子那
样去孝敬父母、长辈”。还要做到“爱幼有
度，敬老有余”。

河北保定市望都县的薛飞在来信中说，
让父母安度晚年，这既是晚辈的责任，更是
孝文化延续的必要。子女应与父母唠唠嗑，
拉拉家常，沟通感情，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重在精神沟通

河南新野县的齐国强在来信中说，面对
新时期老人们新的追求，儿女们应更加注重
与老人的精神沟通。

江苏涟水县公安局的常立涛在来信中
提到，许多空巢老人经济上也许“不差钱”，
但他们差的是感情上的交流，所以说，精神
尽孝非常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怀安县支行的田鑫认为，
如今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对老人和长辈往
往是动不动大包小包地买东西，大把大把给
票子，特别是逢年过节，更是如此。其实老
人和长辈更多需要的是“精神安慰”。

江苏邳州市供电公司的周葆亮在来信
中提出，经常沟通，是孝敬老人的一种较为

有效方式。即使不在老人身边，也要通过手
机或者是电话等多种多样的渠道，让老人安
心，不让老人操心，这才是真正的尽孝。

关爱空巢老人

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许多读
者来信呼吁应加强关爱力度。

四川达州市小河嘴煤矿的杨涛在来信
中建议，城市社区和农村可以成立关爱空巢
老人志愿者服务组织、邻居互助会等，并多
建一些老人活动场所，使空巢老人生活充
实、精神愉悦，安度幸福晚年。

山东济南市长清区武家庄党工委马洪
利说，孝敬老人应该是长久性、永久性、习惯
性和常态化的，不能仅满足于到了节日才想
起来去“孝”一次。

武汉经济开发区金高延萍在来信中认
为，应时时关爱空巢老人。不仅要在春节时
组织活动，更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地关爱空
巢老人，使尽孝心献爱心的春风长驻。

尽 孝 应 从“ 心 ”开 始
本报记者 李芳原

春节假期结束，在外工作的子女又踏上了离家的旅

途，“常回家看看”是许多父母离别时的叮嘱。目前，我

国已将“常回家看看”立法，这表明，对老人的关爱不

仅只是道德问题，更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任何一个有孝

心、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希望能够在父母面前尽孝，让父

母安享晚年。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时间和经济条件

所限，很多人并不能实现“常回家看看”的心愿。笔者

认为，“常回家看看”不是仅仅依靠立法就能解决的，

而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要严格执行和落实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制度。

企业应针对离家较远的员工，要制定出合理的探亲假制

度，让职工有充足的时间回家看看。

其次，要切实解决未富先老的现实问题，发展经

济，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时要稳定物价

特别是控制房价过快上涨，让老百姓买得起房，有能

力实现一家老小居住在一起。同时，政府还要加大财力

投入，加快老年人社会保障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更多支持；另一方面，为子

女常回家看看创造更加便利条件，让子女们有条件有能力

常回家看看。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为孝心找到回家路。

（湖北襄阳市庞公街道 潘 伟）

为孝心找到回家路为孝心找到回家路

“常回家看看”有点难

新年伊始，《经济日报》推出了“周末”副刊。只
读 了 几 期 ，便 被 这 份 具 有 经 济 味 儿 的 副 刊 所 吸
引。要问它为啥这么吸引人，我把它概括为一个

“趣”字。
先说文之趣。副刊文字轻松活泼，妙趣横生。

以 1 月 19 日《衣裳记忆》一文为例，全文借助衣裳这
个载体，串起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位八旬老者的
自述，也是共和国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照。它不仅“看
着有色彩，闻着有气味，摸着有温度，听着有声音”，

“有沧桑，有辉煌，有烙印，有记忆”，而且“读着有味
道”。文章开口小，挖掘深，让人感到别开生面，趣味
无穷。

再说图之趣。无论是插图、配图、题图、漫画，还
是图片新闻，都为文章增色添彩。比如“周末·旅游”
版刊登的《探古访幽行燕赵》一文，可别轻看了那则绘
有临济寺花塔、长信宫灯和赵州桥的题图，它将诠释、
导引、说明、注解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吸引了读
者的眼球。

三说游之趣。您不能不佩服作者和编者的慧
眼，文章选取的角度十分独特。无论是伦敦地铁，还
是牡丹江雪乡，抑或是查干湖冬捕，不仅将食住行、游
娱购这六大旅游元素尽情展现出来，还让读者如闻其
声，如见其景，更让人们明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
的尊重”。

最后说思之趣。正如作者陈颐在《不做“机器
人”》一文的结尾所写的那样：“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需要停下脚步发一会呆一样重要，学会说一些看似
是无用的扯闲天，加上一些对他人的关心和问候暖
语，配着一些轻松幽默的小段子，面对面和人说话
再不会是一件难事”。这不正是阅读副刊所得到的
一种享受吗？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日报周末副刊
在经济与文化的接合部上做文章，以鲜活的话题、
生动的画面、百姓的视角、有趣的漫画赢得读者的
喜爱。

因为喜爱，所以笔者希望它能办得更好，为此，
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是能增加诗配画，旨在讽
刺、鞭挞那些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不文明现
象。二是言论、评议、论述等要多从百姓日常经济生
活中选取素材，就事论理，以小见大。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武铁小区 王学华)

周末副刊 有趣有味

财经特色更鲜明了
2013 年改版后的 《经济日报》，让人耳目一

新，笔者感到最突出的是如下两个变化：
一是特色更加鲜明。改版之后，财经方面的文

章占的比例更高，经济特色更加突出。在媒体竞争
激烈的今天，每个媒体都应有自己的特色，只有更
加专业，才更有竞争力。

二是更加贴近民生。改版之后的 《经济日
报》，民生方面的文章明显增多，而且都是群众普
遍关心的话题。如针对大批农民工进城，年轻人不
愿种地的问题，经济日报刊发了 《种粮怎样才更有
吸引力》 的文章；1 月 10 日在头版头条 《“干巴
村”的水啊，好甜！》，报道了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曲
阳县灵山镇魏古庄村首批饮水井竣工的事情。一个
全国性大报把一个深山小村的饮水问题放在头版头
条，彰显了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作为一名忠实读者，笔者衷心祝愿 《经济日
报》 越办越好，希望今后能更加注重与读者之间的
互动。建议通过微博、电子邮件、网站、短信等各
种信息手段搜集和整理读者对报道和评论的看法，
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刊发。这样会更接近
群众，读者也将更关注经济日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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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很多在外打拼的子女与父母团圆的机会。春节长假结束，为了事业、学业，这些“候鸟”又将离别。近日，本报编辑部接到一些读者来

信，呼吁子女在远离父母的时候，也要尽一份孝心。

“候鸟”们该如何尽孝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离开家乡进入了城市，但是他们的父母大多仍在
乡土故里。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少客观因素，
制约着年轻人去行孝、尽孝，特别是一些刚刚大学毕
业的年轻人，由于受经济条件、工作压力等因素制
约，往往想尽孝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些并
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尽孝的理由，也不妨碍我们去做
一个有孝心的人。只要我们心存孝念，尽力而为，总
会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尽孝之道。比如，不管工作
有多忙，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闲暇时，坐下来跟父
母聊聊天。

笔者认为，孝的关键在于心，心到孝即至。尽孝
并非一定要轰轰烈烈，从日常生活入手，从细微处着
眼，细水长流的关爱才是孝的真谛。有时候子女的
一声问候，一个细微举动，也能够让父母倍觉温暖，
倍感幸福。面对年华渐逝的父母，我们没必要去抱
怨外部环境，而是要经常省察我们的内心，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多关心一下父母，做一个有孝心、有责
任、有担当的人。

（湖南理工学院 陈 花）

最近，一位北京的老友喜滋滋地告诉我：“我会
用手机接发短信息了。”他的女儿到外地工作，有事
要和他联系都要打电话。春节他女儿放假回来探望
他时，便教他如何收发短信。现在他每个星期都要
与女儿互发短信，既省钱又方便。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老年人群也要享用科
技成果，更加需要方方面面的“科技关怀”。第一，作
为儿女要关心老年人的科技需求，要尽量抽出时间，
手把手地去教，要做到不厌其烦。第二，有关部门要
为老年人学用新科技创造有利条件，可以专门举办
老年人新科技学习班。第三，有关制造厂商也要为
老年人着想，生产便于老年人使用的新产品，譬如字
体大一些，操作方便些等等。

当然，老年人也要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跟
上时代，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惟有如此，才能在晚
年生活中充分享受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成果。

（广东汕头市残联 蔡团深）

给老年人“科技关怀”

据网上一项调查显示，外出打工者中，28%的受
访者半年和父母见一次面，一年和父母见一次面的
占 23%，还有 12%的人一年到头也很难和父母见上
一面；每天可以和父母见面的，只有 2%；82%的受访
者表示，父母从未到过自己工作的城市。见面难成
为困扰在外打工群体的一大难题，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工作的城市生活成本太高。

笔者认为，孝心也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与环境条
件作为基本的支撑。首先，应完善社会政策。如积
极推行带薪休假制度以及假日改革，使休假不仅仅
集中在春节和国庆的两个七天，以避免出现只有春
节等长假才能尽孝的窘境。

其次，应大力鼓励宣传尽孝的子女，在安排工
作、购买保障房等方面给予优先权等。比如现在有
企业推行亲情工资，每年给员工父母寄发红包，帮助
员工尽孝，这种作法就很值得借鉴和推广。

（陕西西安市公园南路 雷钟哲）

孝心也可用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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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1日，江西乐平市塔前镇塔前村村口处，村民张水花（左一）送别外出打工的儿子洪恭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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