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让“老来孤独”成人生必经路

本报重阳节特别报道关注了一
些独居老年人孤独的生活境况。稍加
留意不难发现，这样的老年人在我们
身边并不少见。无论是在城市的花
园，还是在农村的巷口，都可以看到
老年人孤独的身影。正如所见，人口
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怎样养老，
不仅关系到今天的老年人，也关系
到未来的每一个人。

毋庸置疑，养老就意味着投
入。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政府要有财政投入，具体到每个家
庭，子女赡养孝敬老人也是不小的
开支。但是，如果只算经济账，有关
养老的话题就会过于经济理性，给
人以冷冰冰的感觉。而现在大多数
老年人所担忧乃至恐惧的或许并
不是老无所养，而是老来孤独。有
时候，我们以为老年人衣食无忧，
应该是别无所求，却忽略了老年人
的精神世界。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社会转型，大多数人都会遭遇转
型期的“阵痛”。因为城镇化大势所
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上楼，开
始新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的大
家庭逐渐瓦解。在城市，第一代独

生子女大多已经就业、结婚，他们
的父母也不得不面对儿女离家的

“空巢”。家庭越来越小，老人越来
越多，老来孤独似乎不可避免。此时，
如果我们不能重视并积极地应对老
龄化和空巢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老来
孤独的现象必然会更加严重。反之则
不然，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期给老年
人更多的人性关怀和精神慰藉，这个

“阵痛”就有可能大大缩短。
让老年人过得身心愉悦，家庭

和子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
现在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家庭的人口
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形，家庭的养
老功能也逐渐弱化。但无论如何，

家注定是老人最眷恋的精神港湾，
子女注定是父母不舍的牵挂。孝敬
老人既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现
代社会的美德，不能因为家庭结构
的外在变化而动摇。对很多老年人
来说，孤独并非必然要经历的人生
之路，只是因为子女的疏忽或冷
漠，才不得不承受这种痛苦。只算
经济账，打一次电话比千里奔波回
家团圆更合算，也确有不少人还把
这看做“新风尚”。其实，如果亲情
都可以掂量值不值，那么执着追求
的财富又有什么意义？

今天，如果我们无视老年人的
孤独，明天，我们可能会承受更大
的痛苦。

如果只算经济账，有关养老的话题就会过于经济理性，给人以冷冰冰的感觉。今天，如果我们无

视老年人的孤独，明天，我们可能会承受更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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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抱怨，为办车险去江西省气象局开了一张证明，
工作人员打了50多个字，收费高达800元。江西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负责人
解释称，收费的依据是该省财政厅和物价局的相关规定，但他同时承认，此
类收费的标准并无具体规定。(10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漫画/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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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拍读报

免费下载“云拍”

客户端，对准报纸上带

有“云拍”l ogo的图片

拍摄，便可观看视频。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2013年诺贝尔奖奖项陆续揭
晓，我国本土学者未有斩获。去年莫
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零的突
破，但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领域，我
国一直都没有破冰。

相比奥运会上的抢金夺银，我
国在诺奖方面的表现可不是一般的
憋屈。失望久了可能就会麻木，每次
评奖结果出来，许多人叹口气骂一
句就算了。当然发表意见的也不少，
有人质疑评奖有偏向，有人对这一
奖项的意义表示不屑，有人预测诺
奖不久就会花落咱家……不过给人

的总体印象是：不当回事的多，自信
满满的多，反思和自省的声音却难
听得见。

得不到诺奖真不是个事吗？确
实，搞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如
果能得出有分量的成果，能为人类
和自然界带来福祉，一个奖都不得
其实也没关系。诺奖也并非是衡量
一国科学发达程度的唯一指标，不
得这个奖天不会塌下来。虽然如此，
要是说不在乎这个奖，恐怕也只是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多年来诺
奖已成为一项重要“标尺”，尤其在
自然科学方面，它选择的是那些开
创性或奠基性的研究，含金量有目
共睹。如果一个国家一直与它无缘，
很难说明科技实力达到世界顶尖水
准。况且，在世界的参照系中，我国

获得的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一直
为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
不小的差距。

还有人指出，冲击诺奖需要长
期积累，国人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中，
没必要心急，也有人作出了乐观预
测。前段时间，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中科院院士黄维就表示，“十年之后
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
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
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此类说
法很振奋人心，但诺奖是否真已离
我们那么近了？

众所周知，冲击诺奖是系统工
程，除了要有优秀的科研人才，还要
有能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大环
境。随着国力提升，我国的科研投入
和科研水平是在往上走的。但是，当

前科研机制的弊病并没有完全清
除。别的不说，权力与“关系”主导课
题分配，以及量化指标、硬性考核等
情况，已对科研生态造成了严重扭
曲。例如，经费多，但并未全用到刀
刃上；论文多、成果多，但相当一部
分是无价值的“科研泡沫”，有些甚
至是违背学术规范东拼西凑来的。
当依据种种成绩推断诺奖就在不远
处时，成绩背后的水分和问题是否
得到足够重视呢？

事实上，阻挡我们冲击诺奖的
障碍还有许多，梳理这些并不是杞
人忧天。要吃到诺奖“大餐”，光有
信心是不够的。何况，那些不屑一
顾、故作轻松的态度，恐怕也不是
自信的表现，只是讳疾忌医、掩耳
盗铃罢了。

近年来银行资金超量供应，消
费价格和资产价格涨个不停，但资
金紧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然而，被金
融体系边缘化的草根经济在民间融
资的护航下顽强生长。

民间融资大多在熟人间进行，优
势在于信息高度对称，互相知根知
底。因此，开展民间融资的出路也是
授权地方，即依靠民间来做。

当然，这首先要让民间金融有

合法经营地位，使之阳光化和经营
管理行为规范化。其次，帮助民间
金融的经营主体通过制度安排来
实现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再次，
完善和落实行政管理保障和法律
保障，维护民间金融组织依法合规
自主经营，对诈骗、欺诈、财产侵
占、贪污舞弊等行为予以惩处和制
裁。最后，对民间金融风险要有一
定容忍度。民间金融发展起来后，
对其可能发生的风险要给予客观
评估和判断。(摘自《21世纪经济报
道》，作者邢志盈)

□何勇海

重阳节前夕，四川省青神县
官方宣称，将向全县60岁以上的
老人免费送手机。然而记者调查
发现，老人若想领到这项“福
利”，需在指定通信公司充入一
定额度的话费，“领价值199元的
手机需充50元话费，299元的需
充100元，399元的需充150元。”
(10月10日《新京报》)

乍看这则新闻，忍不住为当
地政府关爱老人的行动叫好，细
读之后才发现，老人们要顺利领
到免费手机，还得满足充话费的
附加条件，这与通信企业面向普
通消费者的“存话费，拿手机”又
有什么区别？

说起来真有一点不同，青神
县这个送手机活动掺杂了权力
因素：以重阳节来临、关爱老人
为名，为通信企业摇旗呐喊，对
外还大肆宣传，当做自己的政
绩。可别忘了，群众的眼睛是雪
亮的，这点儿小聪明很容易就会
被看穿，最终损害的还是地方政
府的声誉。

如果真的关爱老人，政府就
要拿出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地为
老年人办实事。即便财政困难，
也可量力而为。那种借关爱老人
之名，为企业牟利、为自己脸上
贴金的“好事”，不做也罢。

葛公民论坛

是否放长假不能光算经济账

对诺奖“故作轻松”并不是自信
——— 诺奖之下的反思之一

舒缓融资难需接地气的草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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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刘昌海

近日，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博
客撰文称，目前每年两次长假，
假前假后的低效率、心态调整，
大约等于每年损失10个完整工
作日。据2012年城市人均产值数
据，劳动生产率以每天百元计，
损失折合2000亿元。他建议取消
三天以上的法定长假。(10月10

日《新京报》)

非常有意思的是，力挺黄金
周的和反对放长假的，都在用经
济数据说话。来自交通运输部的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7天假期，全
国实现旅游收入2233亿元。而汪
丁丁则认为，一年放两次长假会
造成2000亿元的损失。

双方的账也许都算得不错，
但出发点却都错了，因为放长假
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公民的休
息权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对经
济产生的影响只不过是放长假
的副产品，如果用经济指标来衡
量该不该放长假，可谓找错了方
向。

判断长假该不该放的标准
不应该是经济指标，而应该是人
们在假期中的现实感受。专家们
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最好也听
一听民意，而不是一个劲地打经
济算盘。既然主要考虑的是人的
感受，放假的问题就应该把是否
有利于公民休息、休闲放到第一
位。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我们的
放假安排才能越来越合理。

“免费”手机带来的政绩不要也罢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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