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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后悔曾经没有好好陪伴母亲

亲情与事业两不误，难！

每个节日，都尽量跟妈妈一起过

市民曾先生：曾经一直认

为，给父母钱，让他们吃穿不

愁，就是对他们的最好报答，

却忽略了父母年岁大了，早已

对吃穿没了苛求。在他们内

心，再没有比能常看到儿女，

和他们说说贴心暖心的话更

重要了。可惜，只是多陪陪他

们、多和他们说说话，我也没

有做到。让人后悔的是，我的

母亲今年已经离世了，我再也

没有机会和她在一起了。

来 自 贵 州 的 新 居 民 林 先
生：每年春节才能回家一趟，每

次回去，最多待半个月。这半

个月，还要走亲访友，专门陪伴

母亲的时间太少了。曾经想过

把她接到瑞安来一起生活，然

而母亲因为严重晕车，几乎没

有出过家门。唉，如何才能做

到亲情与事业两不误呢？

市民王小姐：古人说，父母

在，不远游。大学毕业的时候，

曾经想留在成都工作。但是，

想到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就回

到瑞安了。现在的我，并不后

悔丢掉一份理想的工作，工作

可以再来，错过的时光却是不

能复制的。趁我嫁人之前，得

好好陪妈妈。现在，我们经常

一起逛街购物、出门旅游，每个

节日几乎都是一起过的，跟妈

妈处成闺蜜的感觉真是不错。

母亲节母亲节，，一个歌颂母爱的日子一个歌颂母爱的日子，，也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也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很多人在这一天为自己的母亲很多人在这一天为自己的母亲
送上鲜花和祝福送上鲜花和祝福。。然而然而，，儿女们关爱母亲儿女们关爱母亲，，不应只在母亲节不应只在母亲节，，还应把对母亲的爱融入生活的还应把对母亲的爱融入生活的
点点滴滴点点滴滴。。

事件：

嘉宾说：

最深沉的爱，是陪伴

调查：

陪父母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母亲年迈，女儿感叹陪伴太少

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爱，，不要等到母亲节不要等到母亲节
常陪伴常陪伴、、常回家看看才是母亲最需要的礼物常回家看看才是母亲最需要的礼物

国 家 二 级 心 理 咨 询 师 李
频蕾：母亲节即将来临，许

多为人子女者纷纷想方设法

给 母 亲 过 一 个 体 面 的 节 日 。

有的给母亲买一大堆各种各

样的营养品，有的给母亲买

新衣服或金银首饰，有的买

来化妆品，有的准备在酒店

摆 上 一 桌 宴 请 母 亲 ⋯⋯ 应 该

说 ， 这 些 子 女 的 心 意 是 好

的，既让母亲切身感受到子

女的孝心，也能从中感受到

家庭的和谐、温暖和幸福。

但 我 以 为 ， 孝 敬 母 亲 不

必非等到母亲节，而更应该

体现在平时，切莫等到了母

亲节才想起母亲。其实，随

着 人 们 生 活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

人，物质条件都比较好，母

亲平时不缺吃不愁穿，唯独

缺少的可能就是子女们平时

的关心和关爱。平时多打几

个 电 话 ， 经 常 回 家 看 看 ，

多陪母亲吃吃饭、聊聊天

或者买菜、做家务⋯⋯这

些平时点点滴滴的关心和关

爱，也许就是母亲最想要的

礼物。

但 也 许 有 人 会 说 ， 平 时

工作忙，哪有时间经常打电

话 ， 经 常 回 家 陪 母 亲 吃 饭 、

聊天？殊不知，对于年事已

高的母亲来说，我们做子女

的多陪一次可能就多一份关

爱，少一分遗憾。因此，千

万别以工作太忙为理由或借

口 ， 而 “ 冷 落 ” 或 “ 遗 忘 ”

了母亲。

衷 心 地 希 望 我 们 每 一 位

为人子女者，要把对长辈的

关心和关爱更多地落实在平

时的行动中，切莫等到父亲

节、母亲节等节日的时候才

想起我们的父母亲。

本周日是母亲节，市民

章女士早早请了假，打算周

五就赶回文成，陪伴老母亲。

章女士告诉记者，嫁到瑞

安十多年，忙于家庭、忙于工

作，很少回去看母亲。往年的

母亲节，她都没有回去陪老人

家，基本上就是打电话问候几

句，或者托住在文成的兄妹帮

忙买个礼物就算应付过去了。

“去年底，妈妈的身体状

况差了，隔三岔五就要去医

院。”章女士有些难过，母亲

已经 70 多岁了，能相聚的日

子不多了。这个母亲节，章

女士邀请了家族里的亲戚，

打算亲自下厨设宴，让一家

子陪母亲好好热闹热闹。

章女士的感受，不知道

会引起多少人的共鸣。一年

一度的母亲节，能够提醒我

们这个节日到来的，是商场

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是旅行

社 打 出 的 各 种“ 母 亲 节 套

餐”，是淘宝上的各种“母亲

节礼物”——是这些充满商

业气息的市场首先告诉你，

应该给母亲过节了。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为母亲送上一套衣服，一件

首饰，或者干脆给她报个老

年旅游团，把她送到天南地

北去玩。像这样“有所行动”

的还算好的了，还有些人啥

也没做，甚至有人问“母亲节

是什么时候”？

不过，也无需因此就得

出结论。不知道母亲节并不

代表他/她就是不孝顺，在母

亲节送上礼物的也不一定平

常就孝心满满。

一位住在马屿的老奶奶

告诉记者，她的子女有的在

瑞安当官，有的在上海做大

生意，她在老家不愁吃穿，有

保姆照顾。每个月，孩子都

会带上礼物来看她。“不过每

次他们回来，我希望能够陪

我几天，却总是不行。他们

太忙了！”老奶奶有点遗憾。

一位妈妈告诉记者，儿子

近年来迷上了赛车，这几乎成

为她的心病。“玩赛车太危险，

我只希望他好好工作，好好生

活，也不需要他给我买礼物。

不要玩赛车，早点成家，对我

就是最大的孝心了。”她说。

看来，孝心不能光以礼

物计算，更多地陪伴和了解

母亲的内心需求才是她们真

正想要的。

记者在网上看到一项调

查，凯迪网·中石油近日联合

发布“十年亲情账单”，调查

显示，若以 2014 年受访者陪

伴父母的时间为标准，超过

43%的人这辈子与父母相处

的时间最多还剩5年！

其中，超过六成受访者

表示，每月和父母联系在5次

以上，联系 15 次以上的超过

了四分之一。从数量上看，联

系次数不少，但71%的受访者

每次与父母聊天的时长都在

半小时以内，愿意和父母聊1

个小时以上的只有一成左右。

在所有节假日中，春节

仍是当仁不让的家庭团聚首

选。不过，虽然希望春节回

家陪父母的人很多，但仍有

超过 50%的人表示有过不回

家过年的经历。假期短、请

假不方便、工作（学业）压力

大是排名前三的原因，这些

都属于客观因素。主观原因

方面，“有自己的假期安排”

得票率较高（11.3%），真正

“不想回家”的人只有2.1%。

调查表明，近 76%的受

访者表示“常回家看看”被写

进《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有

必要的。据了解，根据《老年

人权益保护法》规定，不常回

家看望老人属于违法。

其实，回家看望父母，并

不需要法律约束，那是所有

子女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你不用去想父母对你付出了

多少感情、多少爱，你只要看

看这份“亲情账单”就会知

道，陪伴父母是你现在最应

该做的事情。爱父母，那就

早点回家吧！

■记者 蔡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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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