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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评 论

不知爷爷叫啥孩子爹妈有责
□周倩倩

通过对泰城三所中小学三个班级 123

名学生，做关于“是否知道爷爷姓名”调
查。调查显示，分别有 2 6 % 、2 3 . 3 % 和
27 . 3% 的中小学学生不知道爷爷姓名。除
了爷爷早年去世，家长从未告诉占的比例
也很大。(本报 12 月 27 日、28 日、29 日报
道)

爷爷叫什么名字，这个原本简单的问
题却难倒很多人。不仅学生，很多成年人
也说不出祖辈的姓名。原因不外乎这么几
个：没想过要问；没有机会知道；没人告
诉。很多孩子表示，看到爷爷就喊爷爷呗，
根本没想过要知道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
很多人拿老人去世作为不知道的托词。人

不在了，后代连名字都没有记住，谈何缅
怀。当然，不知道祖辈姓名并不代表年轻
一代“忘本”，随着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很
多年轻人不跟祖辈住在一起，见面机会变
少，减少了获知渠道。

让人心酸的是，如果年轻人可以用
“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这个类似万金
油的理由来搪塞。那么小学生呢，对于明
星的名字甚至生日如数家珍，很多孩子竟
不知道朝夕相处的爷爷奶奶姓名。笔者认
为，随着名字被一起淡化的也许还有亲
情。这理应是家庭教育、孝道教育的一部
分，家长应承担这部分责任。从小教育孩
子孝顺老人的家长们，第一课是否应该从
让孩子谨记祖辈姓名做起。名字也许只是
一个符号，但它能让孩子清楚地记起老人

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若干年后，随着生命
的繁衍，后代仍会记得祖上的某位长辈，
对于老人来说，也将是最大的宽慰。

不知爷爷姓名，说起来好笑，仔细想
来，这却是对孝道的讽刺，是爱的教育缺
失。它也在提醒我们，被传承几千年的家
族观念正在淡去，作为民族优良传统之一
的“尊老爱幼”，如今已衍变成“轻老重
幼”。对孩子近乎畸形的溺爱和对老人日
渐淡漠的关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倡
导孝道的同时，也该让学生们切实地做些
尽孝道的行动，知道爷爷奶奶姓名是关心
老人的第一步，只要用心，把老人放在心
里，任何距离和时间也无法阻隔这份亲
情。

时评栏目，欢迎您对泰安的热点事件各抒己见。 投稿信箱：qlwbsp@163 .com。 投稿电话：18653881086。

朴实的亲情温暖人心
□赵兴超

泰安 83 岁老人高连贞儿孙满堂，在
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有近 40 口人，人们
都觉得她可以在家安享清福。但是，高连
贞却选择照顾 85 岁老姐姐的日常起居，
和姐姐同吃同住 21 年。(本报 12 月 28 日
A13 版报道)

83 岁的老人照顾 85 岁的老姐姐，看
似不可能，却实实在在发生着。一照顾就
是 21 年，其中的艰难，不言而喻。为了儿
时姐姐对自己的无私照顾，妹妹从花甲
之年照顾姐姐到耄耋之岁。既有姐妹之
间的亲情，不分你我，更是感恩的心，让
两人相依相偎，共同相守到老。亲情因感

恩而愈加浓烈，亲情更需感恩的浇灌。
人到老年，大多不期盼富贵荣华，只

向往儿孙满堂、合家欢乐。吃糠咽菜也
好，风餐露宿也罢，儿孙围绕在膝下，照
顾老人起居，就是老人最大的满足。没有
儿孙，人到暮年分外孤单，亲人们承担起
这份责任，类似高连贞照顾高连桂的例
子，也并不鲜见。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
正常的事情。然而，对于两位都已 80 多
岁的老人来说，腿脚不便却仍能始终坚
持着，就十分难得。本该在家颐养天年，
却为同样岁数的姐姐跑前跑后，其中困
难只有老人自己才能体会得到。

这件事情让人震撼，除了两个人的
年龄，更多的还是她们互相感恩的心。儿

时，姐姐冒着战火保护妹妹，老了，妹妹
又因此与姐姐不离不弃。亲情，只是其中
一条细细的纽带。感恩与回报，才是永恒
的主题。南京打工小伙，因为流浪老人的
一条薄被子而得救。为了回报老人，小伙
与其相守 5 年成了“父子”。这段不是亲
情却胜似的感情，和两位老人的故事一
样，都以感恩之心涌出的滚滚暖流让人
铭记。

不论是素不相识的路人，还是朝夕
相处的亲人，都需要我们理解、包容与感
恩。感恩不用挂在嘴边，一个眼神、一把
搀扶，都是无言的诉说。静下心来，仔细
观瞧身边的人，留心他们默默的付出，以
真心换真情，这个冬天将更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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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城市民李女士：我和孩
子去了齐鲁晚报 28 日晚上举办
的新年演唱会现场，感觉非常
的好。希望贵报以后能多举办
类似的活动，既能给我们美的
享受，也能丰富泰安的文化市
场。

182****0123 用户：我对齐
鲁晚报 2 9 日 C07 版《报名学车
一年半了还没考试》印象比较
深，像这种把报名学员一层层
转手的驾校，有关部门应该行
动起来，不能再让他们侵害普
通百姓的利益。

网友“吾国吾民”：看了齐
鲁晚报 C 0 8 版《轻信小广告购
买摩托车》的报道，真是让人哭
笑不得。这种很简单的小把戏，
为什么老是有市民上当？其实，
只要我们平时提高警惕，不想
着占小便宜，就可以避免很多
危险，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宁阳市民陈先生：看了齐
鲁晚报 2 9 日 C 0 8 版图片新闻

《超员》，感觉交警查得好。校车
超 员 已 经 出 了 一 次 又 一 次 事
故，难道驾驶员还不长记性吗？
不要再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
相关部门一定要行动起来，杜
绝校车超员。

本报“岱下茶馆”栏目邀您参
与，如果对泰城发生的大事小事，
或是对本报有何想说的话语，都可
以通过该栏目留言。参与方式：发
送电子邮件至 q1wbjrta@163 .com,

或登录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官方微
博 留 言 ( h t t p : / / t . q q . c o m /
jinritaishan)。请在留言中注明您的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刘来 整理 )


	S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