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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过重阳节？在参与问

卷调查的35位市民中，57.14%

的人表示会陪父母吃饭聊天，

17.14%的人会打电话或准备

礼物，没有人选择“带父母去短

途旅游”。

养老，是每个人都要面对

的问题。那么，大家是否想好

如何安排父母的老年生活呢？

42.86%的人表示愿与父母同

住，照顾他们的生活；11.43%

的人选择与父母分开住，但每

月给老人生活费（或请保姆）；

另有 37.14%的人同样选择与

父母分开住，但他们会在逢年

过节给父母生活费；选择为父

母找一家靠谱的养老机构的人

最少，只有8.57%。

针对目前养老产业，市民

有何建议或意见？部分参与调

查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记

者发现，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

养老机构和医疗服务方面。

看法一：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发展，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

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应加大养

老产业的投入，加强养老机构

建设，或者降低开办养老机构

的门槛，比如建设一些微型养

老机构、家庭式养老机构等，真

正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看法二：人老了，大病小病

免不了，当前医疗费用高，看病

难，去医院各种不方便，建议加

大社区医务人员、医疗设施的

投入。

常回家陪陪父母，你做到了吗
重阳节养老调查，两三天能看望父母仅三成，但近半受访者愿与父母同住

■记者 黄君君

九九重阳佳节，你是否陪伴在父母身边？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年轻人如何表达自己的
孝心？对于父母的养老，是否做好了计划？日前，记者通过微信做了一个有关敬老、爱老、
养老的问卷调查。

在35位参与调查的市民中，97.14%的人认为，父母最需要的是子女常回家看看，但现实
是只有28.57%的人每天会跟父母联系。

孝顺，其实这两个字

可分开理解。孝，百善孝

为 先 ，只 要 有 心 ，每 天 都

是重阳节。近了会厌倦，

远了会陌生，这话同样适

用于父母和子女身上，父

母的期望就是子女“平平

安安”和“常回家看看”。

说来惭愧，我们因种种原

因，一年去看望父母的次

数屈指可数，每次过去也

都是“啃老”（带些土特产

回来）。但我妻子做得比

较 到 位 ，每 逢 传 统 节 日 ，

都 会 提 醒 我 去 菜 场 买 几

只 老 鸭 送 给 我 父 母 和 奶

奶。

顺，父母的一些合理

要求，尽量去满足，否则就

会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

遗憾。现在一般人在经济

方面没有太大的压力，在

父母养老这一块主要是精

神层面。我希望双方父母

身体健康，偶尔还能出去

旅游一下。

能说出父母年龄、生日或鞋码的“90 后”仅 12.5%

在参与调查的市民中，“90

后”8人，“80后”9人，“70后”13

人，“60后”4人，其他1人。以

年龄段分类统计，记者发现，随

着年龄增长，市民对父母的了

解也会有所增多。“90后”受访

者中，能全部说出父母年龄、生

日或鞋码的仅 12.5%；“80 后”

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上升，占到

44.44%，有1人表示“很遗憾，

一个都不知道”；而“70后”中，

这一比例为40%，虽然有所下

降，但能说出一部分的人占

60%；在“60后”受访者中，这一

比例上升到50%。

“80后”苏女士和记者聊起

这个话题时，有点“汗颜”。“你

要问我孩子的生日、年龄、衣裤

鞋码，我能脱口而出。但对于

父母，除了生日、年龄报得出，

我妈的鞋码应该和我差不多

吧，有时候她会捡我淘汰下来

的鞋子穿。”苏女士想了一下，

给她母亲打了个电话。“她穿的

鞋比我小一码。”她有点感叹。

今天是重阳节，但知晓这

个日子的受访者不到三成，只

有 28.57%的市民注意到这个

日子，并具体说出是“10 月 9

日，农历九月初九”；68.57%的

市民表示只知道是农历九月初

九，但不清楚公历日期。

很想“常回家看看”但只有 34.29%受访者能做到

“父母最需要的是儿女常

回家看看”是大家的共识，在35

位受访者中，97.14%的人选择

了这一选项，还有 2.86%的人

认为“需要带父母出去旅游、学

习”，没有人觉得“钱及丰富的

物质”是父母最需要的东西。

对于多久回家看望父母一

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每天或

两三天回家看望父母的人最

多，占 34.29%，每周一次的占

28.57%，半月一次的占14.9%，

逢 节 假 日 探 望 父 母 的 占

5.7%。另外，17.14%的受访者

坦诚自己很少回家看望父母，

次数屈指可数。

市民木先生在广西读完大

学后，便留在那里工作。面对

“与父母分开住，你多长时间回

家探望一次”的问题，他很自

责。“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回趟

家，路上得花两天时间，即使有

年休，想想太麻烦就不回家了。

逢年过节，车票难买，就是偶尔

给父母打个电话。”木先生说。

“我们能陪伴父母的日子

太少了，如果有时间，还是要多

回家看看父母。”市民林女士与

丈夫在市区购房居住，两人都

是独生子女，经常结伴回家探

望父母。“我们既想有私人空

间，又不想让父母觉得我们‘抛

弃’了他们。通常是今天去他

爸妈家，明天到我爸妈家，多跟

父母聊聊天、吃吃饭，他们的晚

年生活也会更丰富。”

重阳节要陪父母吃饭，近半受访者愿与父母同住

关于养老，渐感压力的“70 后”、“80 后”颇多感
触。听听两位市民的体会——

“80后”陈盛辉：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奶奶去世前几年，我

还是一个民警，忙值班，忙

加班，忙出警，忙破案，真

可 谓 没 日 没 夜 。 虽 然 很

忙，但我一个月会抽出两

三天时间回家看看奶奶，

陪她看一会电视，听她唠

叨家长里短。

3 年前的元旦前后，我

在单位值班，家里打来电

话说奶奶摔倒了，当时说

状态还可以。我忙好手头

的工作，当晚 21 时多才匆

匆赶到市人民医院。奶奶

拉着我的手说自己没事，

叫我安心工作去。

可是，第二天奶奶病

情突然恶化，两天后她就

走了。年少时对“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不曾有多深的理解，随

着年龄增长，这几年陆续

有亲人长辈辞世，才渐渐

体会到生离死别的无奈和

痛 苦 。 我 也 慢 慢 有 所 感

悟，要珍惜当下，照顾好身

边的人，特别是身边的老

人。

在我眼里，陪伴是最

好的孝敬，再多的物质也

买不来亲情的沟通，比如

每天打一两个电话，如果

住在一座城市，每周回去

帮忙做一顿饭，每年留出

更多的时间陪父母和长辈

去他们想去的地方等。不

要等到将来再后悔“为什

么以前不多陪陪他们”。

“70后”贾建东：

理解“孝顺”二字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实

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简称《老年法》）中规定，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

年 节 ”，2013 年 的 重 阳 节

（10月13日）是中国第一个

法定的老年节。

我们在倡导孝老敬老

的社会氛围时，应该思考

我们是否对老人做到了真

正的关爱，能否让他们的

晚 年 生 活 更 加 幸 福 。 敬

老，并不是重阳节这一两

天的事情，应该在时时刻

刻。大多数人都知道父母

最 期 待 子 女“ 常 回 家 看

看”，但遗憾的是，很多子

女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孝敬，我们不仅是要给

老人以物质和精神上关怀

和爱，也当怀着一颗真诚尊

敬的心。如今，尊老敬老的

良 好 风 尚 正 在 全 社 区 形

成。政府部门也在大力发

展敬老、养老事业，自 2011

年以来，我市养老事业各方

投入已接近 4 亿元，形成了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

希望让所有的老人都能够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社会事务科科长郑方芳：

时时刻刻应孝老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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