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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失独者是民生“新考题”
在“失独”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失独者们盼着能有相应的政策让他们失独后的生活无忧，也希望全社会能为他们营造造出

一个关爱的社会环境。失独家庭面对的物质、精神、养老等问题也会成为一道考验决策者的民生新考题。

□本报评论员 黄广华

今年7月，央视《新闻周刊》一期关
于失独家庭的报道，让失去独生子女
的家庭走进了公众的视野。22日，本报
记者采访了一位失独家庭的老人，切
身体会到了他们的悲苦和无助，以及
担忧的种种问题。(详见本报D06、D07版)

我国实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
策，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大
力支持。但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因为遭

遇命运的不幸，失去了孩子，这也让
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陷入困境。有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超过百万个失
独家庭。遭受“失独”之痛的老人，已
经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

孩子是父母一生的希望所在，
失去唯一的子女，对于这些父母来
说便失去了生活的全部。事实上，除
了失子之痛，其他精神上的折磨也
让失独者痛苦不堪，他们的精神极
度敏感脆弱，常因无法接受现实而

走向自我封闭。随着失独人数的增
加，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才开
始倾向于这一群体。而如何解决这
些失独者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困境，
成为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的问题。

目前，我国有政策规定，对独生
子女死亡的夫妻，自女方年满49周
岁起，夫妻双方每月分别享受120元
特别扶助金。扶助金虽然能部分上
解决失独家庭的生活困难，但他们
面对的孤独，绝望的精神困境以及

未来如何养老的问题，都不是目前
发放扶助金所能解决的。

除了发放扶助金，有地区已开
始聘请心理咨询师对失独者进行心
理辅导。但失独群体中的个体差别
性也增加了精神救助工作的复杂
性。所以，在对失独者进行精神救助
时，保证救助工作科学有效，形成长
效机制就更显重要。

失独，已经不仅仅是哪一项政
策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

题。我们现在需要直面的是，应该在
哪些方面，做些什么事情为这个不
幸的群体减轻一点痛苦和负担。政
府部门和整个社会要去关注了解这
个特殊的群体，应承担起相关责任，
给他们营造一个关爱的社会环境，人
与人之间的爱心关怀才能让这个悲
伤的群体走出阴霾，一点一点建立起
生活的信心，重获阳光。说到底，如何
让失独老人安度余生，是一道新的民
生考题，应及早提上日程。

七夕，多点“中国味”

□马辉

23日是我国传统的七夕节，被
民间视作“中国情人节”。受西方情
人节的影响，大家也越发习惯于在
这些充满温情的节日里去表达爱
意。然而，在公众的眼中，七夕节里
充斥得更多的是“铜臭味”，却缺少
了一丝“中国味”。

七夕节愉悦了商家，让各种以
“情人节”为卖点的“爱情经济”集体
升温。但是，七夕节作为中国的情人
节，却唯独缺少了一些“中国味”。无
论多么火爆的促销，除了“七夕”字
眼，都缺乏中国独有的个性和文化
内涵。

七夕节实际上源自汉朝，是我
国古代女性较为重视的节日之一。
但现在，其精髓却基本已被去除，唯
独保留着“关于爱情”的笼统概念，

知道七夕节来历的人越来越少，而
相关的传统也已被西方情人节逐步
同化，并被沦为其“翻版”。

事实上，有关七夕节的习俗也
有不少，但因缺少载体、缺少与现代
元素的融合，为众人所不知。眼下，
七夕节的节日氛围愈加浓重，参与
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能对
这一传统节日内涵进行挖掘和创
新，又能区别于西方情人节的玫瑰
与巧克力，使其独具“中国味”，值得
社会各界考虑。

开学喜宴莫攀比

□张伟

一封封折桂的喜报让一颗颗焦
急等待的心放下，为炎热的夏季带
来了凉爽，准大学生的家长们要将
这份喜悦的心情传递给每一位亲朋
好友，所以，八月里状元宴、谢师宴、
升学宴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

在“恭喜恭喜”、“喜酒不醉人”的欢
声笑语中，一些人却面带些许愁容。

中国人有用设宴来表达感情的
传统，金榜题名也自然要让亲朋好
友来共同见证，由此发展成升学喜
宴。升学宴本来要做到主家欢喜、客
人高兴，为准大学生鼓劲。现下有种
观点却是用随喜的多少来评判两家
的关系，看饭菜的标准来衡量主家
的情况，这都偏离了主家摆下升学
宴，客人参加升学宴的初衷。参加升
学宴应该是人际关系发展、情分增
长的又一个节点，是常来常往、增进
感情的自然表现；而不是多年无来
往、一朝去应酬的虚情假意的应景。
凡事都有个度。如果主家为了向别
人表现自己的富足或者充富足，而
摆下昂贵的饭菜则有铺张浪费、盲
目攀比之嫌。如果参加者不考虑自
己的经济状况，随喜过多，既给自家
生活带来不便，也不会达到增进两
家关系的目的。随喜随喜，高高兴
兴、欢欢喜喜、合情合份地将真挚的
感情表达出来即可。

/ 公民论坛 /

据报道，自2010年以来，济宁市中区一对夫妻，以
工厂急需资金周转为名，伪造济宁某单位公章，出具
多份房改房证明，先后抵押给文某、付某等六人借款
130万元。近日，王、李夫妻二人逃匿。多位债主在其家
中碰面后才知道缘由，于是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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