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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C07

漫画：贺妍妍

上下班期间该为老人让座吗

@冰火中天：实话实说，我不愿意给那
些老年人让座，我也理解那些在上下班时
节不会主动给老年人让座的年轻人。应该
把有限的公共资源让给上班族或外来旅游
的客人使用。

@炫丽星空：年龄大了，不能
开车，孩子又没时间，你说出个门
不坐公交坐什么呢？老人的不便，
只有等自己老了之后才能理解。

@时光驿站：要出行肯定有他
们的原因，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
我也是公交族，也不情愿让座。但
我们还年轻，这是必须的！

@中国跳跳龙：让不让座，何
必计较别人怎么样？自己心里是怎
么想的就怎么做！我以为，给弱势
群体让座是必须的。我也喜欢坐座
位，也有无数不让座的理由，可是
当想到他们比我更需要座位时，就
会毫不犹豫地让座。小时候老师就
这么教的，我一直铭记在心！

@好好说：假如你家老人出门
坐车，别人也和你一样不让座。你
不感到难过吗？老人出门定有他
们自己的事情。你也有老的时候，
而且很快。只要车上有老人我们
必须要让座，年轻人站这么一会
能怎么了？毕竟是年轻，腰腿站不
疼的。

@网友：让座本质上是美德，
有的时候也会被一些倚老卖老的
人拿来说事。老人上了年纪，就喜
欢大清早出来散散心，他们不会想
到公交车上整日奔波辛苦的上班
族，也许他们没有恶意，但是不和
谐的事就在这样无意中发生着。

来源：17路论坛

精神病患子女不该被忽视

新闻幕后

我有话说

隔王春红 (蓬莱市 )

因为加班，同事大姐
往家打电话，一再警告孩
子快写作业、不许看电视。
警告次数多了，我笑问大
姐管用吗，她道“熊孩子不
争气”。

我儿子也是电视迷。那
天陪他看完动画片，接着瞧
一专题片。说是有个孩子有
点多动症，上学不爱听讲，
数学最差。专家给出偏方：
告诉他数学老师讲课有毛

病，不信可以验证。从此这
孩子提前预习，专心听讲，
只为给老师挑错，结果挑着
挑着，自己成绩上来了，竟
名列前茅。我借题发挥，说
儿子你也挑挑错。儿子问挑
谁错，我说范围可以放宽，
家里外头都行。没想到儿子
认上真了。

第二天下班，儿子兴奋
地告诉我挑一错：内蒙古少
儿版《水浒传》有一处将好
汉解珍的解字注音为 j ie，错
了。过两天，儿子又汇报：家

里案上那个台历，农历三月
十八印了两个，后边错了好
几天。这台历是企业广告赠
品，竟然印错，真是！前天上
街，儿子眼尖，指向一块安
装公司牌子，那上边写的是

“按装”。
由此我就想，有选择

地适当让孩子看看电视还
是有好处。得工夫多陪陪
孩 子 ，像 离 电 视 过 近 、斜
视，模仿有危险动作等，也
好随时纠正。一门让孩子
死读书不是办法。

也说孩子看电视

隔记者 孙淑玉

5 月 4 日傍晚，栖霞 5 0

岁的刘学林又一次做了爸
爸，看着活泼可爱的龙凤
胎，老刘却怎么也乐不起
来。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大
女儿已上幼儿园，一家人
只能在过年时吃上饺子，
更别提鱼肉了，对于一家
人今后的生活该怎么继续
下 去 ，老 刘 一 筹 莫 展 。( 本
报5月8日B15版报道 )

报道见报后，陆续有
好心市民打来电话想给孩
子捐些奶粉、尿不湿等日
用品。当得知老刘没有手
机无法联系时，还有好心
市民认捐手机。想着昨天
老刘一个人在医院奔波时
的无助与辛酸，再回望这
些不计较回报的热忱，心
里突然一阵温暖，有这么

多人的关爱，这对龙凤胎
的未来或许将不再凄苦。

感动的同时沉重也总
挥之不去，目睹老刘一家
的困境后，我开始迷惘这
对龙凤胎的出生究竟该喜
还是该忧。无疑，即使生活
再艰难这对龙凤胎都是爸
妈的心头肉，所以妈妈会
有半梦半醒间的惊醒，爸
爸会在看着乱闹的女儿时
露出难得的微笑。但我委
实不知道这对孩子的将来
会怎样，即使好心人的关
注能帮他们度过眼前的难
关，可孩子出院后的照料、
成长过程中的监护和教育
该如何进行，由谁更好地
进行，这些都是问题。

而老刘这对龙凤胎的
困境也绝非个例，他们是
精神病患子女生活困顿的
一个缩影。在中国现时的

农村，家里有先天性疾病
的母亲，父亲大抵或老实
或患病或困顿以至于大龄
后仍娶不到媳妇，人过中
年好不容易找个患有精神
疾病的妻子多半为了传宗
接代，日子过得大多凄苦，
孩子即使健全也往往得不
到好的照料。孩子教育跟
不上也很难有好的将来，
更 别 提 改 善 生 活 和 境 遇
了。

这 样 的 家 庭 绝 非 个
例，也绝非社会救助可以
解决。而孩子是家庭的希
望祖国的未来，社会救助
尚且如此火烈，也希望有
关政府部门能在低保补助
之余给这些家庭的孩子更
多关注，让他们也能和其
他健全家庭的孩子一样，
有机会追逐实现梦想，改
变上辈人的命运。

隔记者 李楠楠

多年的病痛曾让刘杨体会到
了绝望的滋味，并决定将自己的器
官捐献，帮别人摆脱这种绝望。他
张罗组建了滨医承光心社，发起成
立烟高校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希
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更多的人愿意
捐器官，更多的人因此而获救。(本
报5月8日B4版报道)

身为90后的大学生刘杨，在自
己身体条件很不好的情况下，心中
却怀揣着一个公益梦想，除了让人
感动外，更多的还是敬佩。敬佩之
余，不禁去想为什么一名重病大学
生能有如此的胸怀和执着？我想正

是因为他的痛苦经历，他的辛苦求
医之路和强烈的求生渴望让他更
深刻地理解病人那生的渴望和无
助的绝望。

但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人
们对于器官捐献还不是很了解，器
官捐献工作任重道远，很多人就是
在等待合适器官的过程中死去。据
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50万
人需要器官移植，可只有约1万人
能够完成移植。主要原因是器官捐
献率极低。从2010年3月我国开展
器官捐献试点以来，目前有19省、
市、区加入试点，实现自愿捐献仅
659例。

尽管医疗技术与时俱进，但我

国人体器官捐赠体系，从硬件构建
到价值观建立，一直停留在相当落
后的阶段止步不前。2012年3月22

日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总结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坦言，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
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
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
来源。

今年红十字会将在全国推广
“器官捐献”和“器官合理有效分
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已正式开展工作。有了政策支持和
组织保障，克服国人根深蒂固的

“保留全尸”观念，提高公众捐献意
愿，是推进器官捐献事业的重中之

重。
虽然大多数人知道器官捐献，

但对于哪些器官可以捐献，可以通
过哪些途径捐献并不清楚。90后残
疾大学生刘杨发起成立烟高校器
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在这里就有重
要的意义。因为相对于其他人群，
高校学生受死后全尸、入土为安等
观念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加容易接
受器官捐献。同时大学生能成为宣
传员，推动更多人认同、理解并加
入器官捐献事业。

器官移植，潜台词就是救人，
这是一项公益事业，不应该只有大
学生的身影，期待更多热心公益事
业的人加入其中。

器官捐献任重而道远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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