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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老年人心理问题

老报人说
laobaorenshuoL

2月9日，省城三位老人非正常孤独

离世，消息一出，令人扼腕叹息。几位老

人的离世方式不尽相同，但境况有相似

之处，那就是贫、病缠身，晚景不佳；寂寞

孤独，缺少心灵的抚慰。病、贫，再加上

精神孤独，三者纠结，使老人们感到了无

生趣，遂变成了他们的杀手。心理问题，

是促使他们非正常离世的重要因素。

我国目前 1.67 亿 60 岁以上老龄人

口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课题。一是“未富

先老”，快速发展的老龄化造成养老资

金总体上压力重重，城乡部分老人仍生

活贫困，有的为糊口而从事沉重劳作；

二是为老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集居

住、休闲、文化、生理心理康复等多种功

能于一身的社会养老机构与需求之间

严重错位：我国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床位

每千人仅占10张，而发达国家占50～70

张；三，居家养老是我国主要养老模式，

而这种模式也面临挑战：其中城乡 50%

是子女离家的空巢家庭，就是子女在身

边的，也有部分人或忙于生计，或疏于

亲情，能满足老人基本物质要求就不错

了，至于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和疏导谈

不上。生计无忧的老人中也有为精神

孤寂而困扰的。不少老人为此生活得

并不开心，幸福指数不高。近年政府推

出了一些举措，情况较前好转，但仍问

题多多。

现实发出呼吁：老龄问题应在文

化、法律、政策、赡养体系等诸方面进行

立体有效改革。笔者无法开出良方，只

是想到：文化层面上，应大力倡导尊老

和孝道为重的社会风气，让那些疏于亲

情的子女们回归老人身边。法律政策

层面上，应逐步满足老年人必要的物质

诉求，解除其后顾之忧。应坚持“党政

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方针，动

员各种力量投资兴办社会福利养老机

构，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街道、社

区、乡镇应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机

构，让老年人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康

复护理、文化权益和心灵抚慰。同时大

力组建为老服务的志愿者队伍，作为养

老机构、人员不足的补充。

中石化是“沟通”还是“不怀好意”
苑广阔

中石化内部文

件称，组织网络宣传

员围绕油价格调整

开展博文评比在微

博上被曝光。通知称，为给成品油价格

上调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求网宣员以

网民身份发博文，叙述有理有据，使用通

俗易懂、有说服力的语言。中石化负责

人称组织此次内部竞赛是为更好与网民

沟通。（2月13日《南方都市报》）

中石化为成品油价格上调的舆论环

境还没营造好，却先陷入了公众质疑的

舆论漩涡，不知道会不会感到难堪。面

对如潮质疑，中石化负责人称组织此次

内部竞赛是为了更好地与网民沟通。

既然是沟通，双方的诚意就是沟通

的前提和必备条件，也只有怀有诚意的

沟通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中石化方

面所宣称的“沟通”，却让人看不到诚意

何在。比如在这份通知中，明确要求“各

单位网络宣传员自选角度，以石化以外

网民的身份”去各大论坛、博客发表文

章。试问，明明就是中石化内部员工，为

何处心积虑地要以“石化以外网民”的身

份发言发帖？一方面宣称要与网民进行

沟通，另一方面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

刻意隐藏，这样的沟通，有何诚意可言？

中石化的“沟通”之所以缺乏诚意，

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的目的本来就

是缺乏善意，甚至是“不怀好意”的。国

内成品油价格只升不降、屡创新高，石油

价格屡屡与国外选择性接轨，早就备受

国内消费者诟病，再加上中石化之前被

媒体曝光的天价吊灯事件、管理层天价

年薪事件等等“丑闻”，其社会形象早已

跌至谷底。而中石化的负责人不从源头

反思问题，反而想通过网络宣传来美化

自己、粉饰太平，这对自身社会形象，只

能是一种弄巧成拙，雪上加霜。

其实公众不但不拒绝沟通，而且还

十分欢迎沟通，期待沟通，因为沟通可以

减少双方的误会，达成彼此的了解。但

是沟通必须是坦诚的，是以客观事实为

基本依据的。中石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

的，只是单方面的自说自话，利用双方信

息不对称的弊端，只宣传对自己有利的

东西，只发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极力为

成品油涨价找借口，做铺垫，这样的沟

通，也就失去了沟通的本意，变成了一种

虚情假意与强词夺理。

经微博曝光之后，看来中石化应该

重新考虑自己的“沟通”方案了。

春节过后，不少孩子的荷包都鼓鼓的，

并向家长提出自己支配压岁钱的要求。今

年更出现了儿子因讨要压岁钱打死父亲的

惨剧。（2月12日《河北青年报》）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

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

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

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应该说，“压岁

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压岁钱

不论多与少，它都寄予了长辈对晚辈的关

爱与脉脉温情。

然而近年来，给孩子压岁钱逐渐成

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甚至成为一些

人行贿受贿的渠道。孩子收的多，说明

父母混得好、有社会地位；孩子收的少，

父母则抬不起头、孩子感到丢人。在孩

子们当中产生了一股攀比风，在一起比

压岁钱的多少，比买了什么好东西，比是

自己支配还是父母支配……在社会不良

风气的影响下，压岁钱渐渐变味，离传统

越来越远。

为了避免因压岁钱而导致类似的弊

端，也是为了防止社会恶习污染孩子的纯

真心灵，我们亟需让压岁钱恢复它的本来

面目。这一块既不能让权钱交易染指，也

不能成为攀比浮夸的阵地。

压岁钱变味成殇 张华玮
星报人说
xingbaorenshuoX

锐评
ruipingR “回单位上班”也算处罚？ 刘 鹏

2月12日晚，福建省龙岩市建设局对

此前网络曝出的“9年不上班领空饷者”作

出了正式处理决定：要求其在15日内回单

位上班。否则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2月

13日《北京日报》）

若置于企业来看待“吃空饷 9 年”事

件，几乎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相关法律规

章有明确条文规定：连续旷工三日以上，视

为自动离职。何以到了龙岩市建设局，9

年未上班依然是个“思想工作”问题，何以

仅给予轻飘飘的“改正错误”、“回单位上

班”的处罚？9年未做的工作怎么算？9年

领了多少工资，该不该退回有无说法？相

关部门和领导的管理失职该不该被追究？

更让人忧心的是，9年不上班，工资照

领，处罚却仅仅是“回单位上班”，这会造成

什么样的效应，为其他公务员树立起什么

样的榜样？与其说是个人党性原则的沦丧

造就了“最牛公务员”，莫如说是法律制度

的失守、管理的混乱、处罚的仁慈成就了

“吃空饷9年”。

对一般群众严厉的法律和规定，到了

公务员和官员身上，却变成了温顺的兔

子。“最牛公务员吃空饷9年”事件，再次为

人们的这个现实认知做了最好的证明和注

脚。若任由这种现象滋生蔓延，势必会严

重损害公职人员在民众中的形象，甚至埋

下社会矛盾的隐患。

近年来，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

猛进。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期刊论文数

量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

些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 100 名开

外，有价值的论文极少。

数量第一，质量却在百名开外，这两

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排名告诉我们，现在发

表的许多科研论文不少是毫无价值的垃

圾。最让学术界难堪的是，即便这些垃圾

很多也是造假抄袭的产物。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给社会

提供的都应该是真知灼见，他们应该以自

己的学术见地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认知产

生良好的导向性作用。如果只是为了寻

求论文发表和个人晋升，任学术造假之风

盛行，铺不下身子搞研究，那么对整个社

会则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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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联酋迪拜阿拉伯塔饭店 世界

上最高档的宾馆。

发榜F fabang
全球五大热恋天堂

2阿尔卑斯少女峰 登上欧洲之

巅，在水晶餐厅里开一瓶白色香槟酒，

与雪花共舞——皮尔斯·布鲁斯南也

用过这招赢得美人心。

3中国海南岛 中国最常见、最大

众的蜜月度假地。

乔国良

4巴哈马 加勒比海上最引人入胜

的小岛。

发榜机构：环球网旅游

发榜时间：2011年2月13日

5法国普罗旺斯 阳光、美食、紫

色薰衣草，普罗旺斯比《乡居日记》上

描绘的更叫人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