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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为先”。苏州一家养老院
出现的“奖孝金”制度提高了驻院老人
被子女探望次数，从效果看是件大好
事。我认为子女并不是因为金钱的诱
导而增加了对老人的探望，而是“奖孝
金”机制的出现激发了子女的孝心。

城里人一般都有固定的工作，工
作中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所以他们
在日常的老人照顾上难免有心无力。
为了尽孝道，不得已就将老人“托
管”到了养老院。出现子女探望次数
少的现象也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在我们村周围，养老院并不常见。
村里人还是依赖家人照顾年迈的父母：
有儿子的就由儿子养着，只有女儿的就
靠女儿养；儿女都没有的，侄子侄女等
等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村有一户
人家将老人送进了养老院。后来听他家
人说：“在那里终究还是靠外人照顾着，

怎么也不如自己的儿女在身边。”
我们村每年都会举办“孝敬父母模

范家庭”评选活动，评选出来的家庭会
得到村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和一辆电
动三轮车。每年的评选活动，从推选、投
票、揭晓获奖家庭到颁奖，全村人都会
关注，而“孝敬老人”的正能量也随着活
动的举办传递到每个家庭和每个人。

我们家的老人由3个儿子轮流照
看着。老人患病之初，兄弟3人就开会
商量，制定出了照顾老人的时间表。比
如：1至3月由老大负责，4至6月由老

二照顾，7至 9月由老三照顾，依此类
推；在这期间，老人的所有花费一律平
摊；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变通的，兄
弟3人都商量着来。此方法实行至今快
4年了，在这期间兄弟3人从没有急过
眼，红过脸，老人也渐渐康复起来。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是

大家庭里的核心，我们这些小家庭围
绕在“核心”周围，只要心往一处孝敬
老人，家庭就会更和睦，我们每个人也
会充满正能量，过上红火好日子。

凌 波整理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动物尚知道报答养育恩，人更应做到
赡养父母，恪尽孝道。报载“奖孝
金”新闻，让人心酸和愤懑，若其儿
女为钱而行，岂不禽兽不及？

父母恩情比天高，是最纯洁无私
真挚奉献的爱，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
爱。父母为孩子可舍弃一切，甚至是
自己的生命。有个真实的故事：40
前，一位母亲带幼子到伏牛山投亲，
下了汽车还有十几里山路，傍晚走到
一个大山沟里，有一个灰黑色的大狗
跟来，冲天长嗥，刺耳瘆人，感觉不
对劲，可能是狼。汗就顺着脸庞脊梁
直淌，心颤手抖。看到怀中儿子，她
忽然不怕了，心想：你吃了我，吃饱

了，就不吃俺孩了。这么一想，就坚
强了，准备以身饲狼。她把孩子放
下，眼睛也恶狠狠地盯着狼，无所畏
惧大步腾腾朝狼走去。狼竟然猛受惊
吓，扭头窜逃了。母亲返身抱孩子狂

跑，一口气冲上山岗，回望暮色谷
底，这才瘫软地上。这位母亲，就是
我妈妈，怀中的幼子，就是我。

育儿千辛百苦，疼我孰如父母？
滴水之恩涌泉报，何时能还三春晖？
我努力尽绵薄孝心。虽然离家较远，
工作较忙，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带着
老婆孩子回家看看，陪老人说说话，
聊聊天。每星期都要打上几个电话问
候，节日更不能少。父母年龄越来越
大，陪一次就少一次，以后要摆脱一
些不必要的应酬，更多地回家，不在于
给父母孝敬钱，或买什么滋补品，而是
围绕在父母身旁，这种亲情的交流，这
种天伦之乐，是金钱无法取代的。

公务员应是社会美德的模范遵守
者、引领者、传导者、践行者，要成
为孝亲敬老的典范。孝道应成为干部
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试想，一个不
孝之人，能赤诚为他人服务？我不是
作为公务员来孝亲敬老，而是发乎内
心，好好担负这不辞责任，完成好赡
养任务，回报天恩。

媒体上一条关于养老院实施子女
探望驻院父母每月超过30次奖励200
元的政策后，探望子女人次暴增的新
闻，我看后，沉默。

想起19岁那年父亲去世，如今妈
妈一个人已经独自生活20多年了。

妈妈一直说自己不肯“再走一步”
的理由，就是担心我和弟弟会因此和她
产生嫌隙。其实我和弟弟都支持妈妈再
婚，因为妈妈幸福是我俩唯一的奢望。

爸爸去世非常突然。3天之内我
就从“公主”变成“灰姑娘”。在这
20多年的时间里，我的灵魂和爸爸一
直不断纠缠，无数次梦见爸爸。父母
对子女的爱再深，也注定要分离。此

爱之深何以为报？除了陪伴，还能有
其他的回报之法吗？

对于爸爸，我写过太多的文章和
日记，每次都泪流满面，人生唯一的
几次失声痛哭也是因为对爸爸的想
念。我永远无法理解，一个人会为了
钱而增加去养老院看望父母的次数。

只能猜测这个新闻的逻辑存在问

题：因为有一些家庭困难的人，为了
减轻生活压力，增加了看望老人的次
数；然后其他老人的孩子为了不让爸
爸妈妈因此伤心，于是也多来看看。
目的应该是为了让老爸老妈开心吧。

写到这里，天快亮了。我该给妈
妈打个电话，问问过年她是否来北
京。好想带着妈妈去大理一游。

母亲80多岁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也
都是三世同堂的人，对“老祖宗”级别的
母亲敬重有余，都想轮流把她接到自己家
里养老。

母亲识字明理，身体健康，但在此事
上一直固执。她的理由有好几个：一是自
己身体健康，生活尚能自理，待在农村空
气好，吃新鲜蔬菜，对身体也好；二是老
年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孙辈重孙辈多
有不同。当初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时，她
想看戏曲频道、电影频道，几个曾孙、曾
孙女却早已把遥控器锁定了超女快男好声
音；三是子孙各家有各家的忙活，有各家
的不易，她怕自己帮不上忙反而添乱，虽
然儿女们嘴上不说，但淤积在心里，凡是
明眼人都能看透，这就免不了相互难受和
猜忌。再有就是老话讲“相见不如怀念”，
偶尔聚聚，反而会更融洽。

于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都
陆续走出农村，在镇上和市里定居，母亲
还一直住着老家的农房，怡然自得。今年
春节后，她打电话通知我们兄弟姐妹，说
作个决定，准备搬去镇上养老院，说自己
好几个大半辈子的老伙伴也搬过去了，大
伙作伴不寂寞，遇到事情也能相互照顾帮
助。

我们兄弟姐妹商量了一阵，先一起去
实地探测了解，见养老院软硬件设施和服
务保障以及口碑反响都还不错，便决定尊
重母亲的意见。年纪大了其实就像小孩
子，只要她开心自在就好。我们兄弟姐妹
每月轮流带着全家老小去探望她，每逢节
假日和她的生日，就把她接回家小聚几日
后再送回去。

母亲去了养老院后，笑脸更多了，身
体健康，又不缺钱，还能看书、看电视、
打牌、娱乐打发时间。以往她在老家时，
我们每次拎着大包小包去看她，她不是很
接受，给她买的营养补品都堆在家里。反
倒她还要手忙脚乱收拾好自己种养的蔬
菜、水果和土鸡蛋给我们，“礼尚往来”。

毕竟血浓于水。即便没有常年生活在
一起，但只要母亲还在，我们都会常常挂
念和探望她。每每去探望她，真心实意最
重要，一张张真诚的笑脸和贴心的话语，
孩子们的安康和成长进步，都带给她安慰
和舒心。

亲情是与生俱来、无法选择也割舍不
断的，为钱只是一次一时，为情才是一生
一世。莫等闲，珍惜父母亲情。

黄自宏整理

一日晚餐过后，妻子眉头微
皱，若有所思地将她的手机递给
我，示意我看看里面的内容。

那是一则关于“一养老院推出
探望父母奖励钱的新规后，老人被
探望的次数暴涨”的新闻。我细读
后，将手机缓缓递还妻子，怕妻子
又想念过世不久的岳父，稍作沉默
且未置评说。

妻子接过手机，表情稍显凝
重，怒声怒气地说：“探望父母奖
励钱的新规出发点没错，可是让金
钱催生的探望还有心吗？没有心的
探望还是孝么？若是为孝，哪天不
是归心似箭！”

妻子言罢，我心如澜。看着
面前这个瘦弱、为我所钟爱的率
真女人，想起生活点滴，感慨良
多。

妻子为孝极其倾心。我父亲
喜欢摄影，常会对着妻子买回的
摄影器材暗自欣喜；岳父喜欢棋
牌，常会对着妻子买回的多功能
棋牌桌脱口称赞；我母亲喜欢下
厨，常会对着妻子买回的各类厨
房用具如数家珍；岳母喜欢运
动，常会穿着妻子买回的运动服
装和鞋含笑镜前。

妻子为孝极其倾力。去年岳父
病于榻上8个月余，我们不能时时
陪伴，妻子几乎隔日便借午休之时
来回驱车百里回家探望，有时是为
送药，有时是为送补品，有时只是
为多陪病重的岳父聊会儿天，有时
天黑后我们还会一起再回去……不
知道有多少次，她是忍着饥饿和困
顿疾驰在回家的路上。

妻子为孝极其倾情。去年我母
亲突发情况入院，妻子闻听此讯，
飞奔医院，一路边哭边喊：“妈，
你不能有事，妈，你不能有事！”
进了病房，泪如泉涌扑到床前，抱
住我母亲边哭边问：“妈，你怎么
了？妈，你怎么了？”临床的患友
以为是女儿来探望，我母亲泣不成
声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儿媳
啊！”母亲住院期间，妻子每天要
用将近8个小时煲各种汤给她补充
营养。我想她们娘俩相拥而泣的那
一刻，妻子的心一定疼得快要碎
了。

为孝，真的是天天归心似箭。
纵使人各一方，为孝之心也永远在
回家的路上……

我是2014年送母亲去养老院的。
说实话，全家作出这个决定非常之纠结。

养儿防老，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母亲养育我40
多年，如今却让她去养老院终老，心中非常难
受，但是现在家里实在没有能力陪伴母亲。父
亲去世后，老人性格开始孤僻起来，找个保姆
总是干不了几天就走，只能启用去养老院这个
“下下策”。

虽然我们找的是银川最好的养老院，软硬
件都不错，可母亲开始是拒绝的。整整做了一
个月的工作，才勉强同意去看看。走的时候留
下话，最多只待1个月，而且要求我们做儿女
的每天都要去看她。

但是事情反转得出乎意料。母亲融入养老
院非常快，每次我们去看望她，她要么是和大
家在院里晒太阳聊天，要么就是参加养老院的
文艺活动。现在的她能歌善舞，算是院里的大
明星。过去，母亲的生活圈子狭窄，所有的心

思都放在家庭和孩子们身上，虽然年纪大了，
在家还是闲不住，洗衣做饭停不下来。现在看
见她脸上的笑容，我们忽然觉得也许应该早点
儿让母亲看到养老院里不一样的养老生活。

前几天，我们请母亲回家住几天，谁知道她
压根儿不想回去。在家吃过饭，手机一响，碗筷
一扔，说了句“不伺候你们了！”就跑出去跟着那
帮老年朋友们郊游去了。

当然，送母亲去养老院，并不代表我们这
些做儿女的可以不尽孝了。相反，这种养老方
式督促我们更好地去关心老人，经常去看望老

人，请老人回家坐坐，为老人提供更好的物资
和精神生活。前两天我看到有新闻说养老机构
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大家多去看望自己的父母，
这当然是好事，但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推动
力，关键还是要看子女自己的孝心吧。

母亲去养老院这件事，也让我转变了自己
的养老观念。我们将来要学会规划好自己的养
老生活，而不是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子女身
上。要学会老有所乐，既为子女减轻负担，也
给自己减压。

本报记者 朱 磊整理

探望老人 为钱？为情？

为激励子女经常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辈，江苏省苏州市一家护理院推出了“奖孝

金”管理制度。

这项制度规定：子女两个月内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辈超过30次，就可获200元现金

抵用券。这种名为“奖孝金”的现金抵用券，可以在缴纳老人相关费用时抵用。自从

“奖孝金”管理制度推出后，许多子女前来看望老人的频率明显增加，有的子女以前一

个星期来一次，现在变为两三天来一次，以前两三天来一次，现在几乎天天过来探视。

对于这项制度，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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