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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别让他们独自承受 龙门 站ee
给爱心多一些出口晚报前天的一条新闻让人看得

揪心。
17岁洛阳女孩的胳膊上，竟被

文上了一串号码和几行文字——这
么做的，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坏人，
而是她的母亲！文身，是因为孩子
的精神有问题，怕她跑丢。我不知
道这么做是否违法，但我能想象到
的是，做出这个决定时，这个母亲该
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助。没办法啊，
就让孩子受这一回罪吧，总比她跑
丢了饿死在街头强！

这样的家庭还有不少：家里有
一个精神病人或是老年痴呆症患
者，全家人都陷入了黑暗！每一个
家庭成员，都要时刻绷紧神经，担心
病人走丢了怎么办，发病了怎么
办？生活的幸福感，在一天天的煎
熬中被消磨殆尽。

这种痛苦似乎是必然的。如
今，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康复、
托养等方面，主要由家庭来承担，绝
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由家人负责看
管并居家治疗。对于普通家庭来
说，这样的监护负担太重了：从经济
上来讲，因此导致家庭极端贫困的
例子很常见；从家庭关系上讲，由于
监护人压力过大，放弃治疗、囚禁甚

至遗弃患者的事情时有发生；从社
会后果上讲，家庭成员疏忽或监管
能力不足，容易导致患者对社会产
生危害。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是一个
社会系统工程。政府和社会，应当倾
听这些特殊家庭的声音，了解这些家
庭成员的痛苦，握住他们的双手，别
让他们独自承受。只有动员社会各
方资源，在家庭、社区、社会等多重维
度以及治安、司法、救助、医疗等各领
域中建构起精神疾病治理网络，才能
减轻这些家庭的痛苦。

当然，在理想状态下，对于一些
家庭无力照顾的精神疾病患者，地方
政府最好能承担起托养责任，建立一
批集治疗、生活照料、康复护理为一
体的托养服务机构，但这毕竟一时难
以实现。同时，在“小政府大社会”的
发展趋势下，这些问题完全依赖政府
也并非良策。那么，政府就应该创造
条件，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多资源，使
其能够成为解决问题者。

无论如何，家里有了精神疾病
患者，家庭成员不该因无助而陷入

“命不好”的绝望情绪。他们理应得
到更多帮助，他们有权利得到更多
帮助。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政府和社会，应当倾听这些特殊家
庭的声音，了解这些家庭成员的痛苦，
握住他们的双手，别让他们独自承受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晚报报道，《洛阳市志愿服务管理
办法》日前获原则性通过：今后，志愿服
务时受伤可获资助。这无疑在为志愿
者权益“兜底”，但大部分网友表示，并
不太为此担心，他们的困惑是：平常想
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有时会找不到

“组织”，或没有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爱心肯定需要呵护。@赧赧认为，

志愿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施恩者”，也需
要被保护。@一朵茉莉：志愿者付出不
求回报，但有些时候也会被质疑，爱心
也有脆弱的时候。

感到困惑的人确实有。@xxxxxxx
阿：我是注册过的志愿者，现在洛阳有很
多大型活动需要志愿者，我却不知道通
过什么途径参与。@未动涟漪：找不到

“组织”。虽然在别的地方出过力，但是
本地的爱心活动，基本上没机会参加。

找不到“组织”，有力没处使。@天
地V洛阳：水上搜救队风生水起，靠的
就是有组织。没有高效的组织，不便科
学、有效、及时地配置资源。@刚毅de
青松：及时提供信息有必要，否则，可能
闹出重阳节敬老院老人一天洗几遍脚
的尴尬事儿。

洛阳注册志愿者达35万人，这些力
量能否被充分调动起来？@淘气：35万人
谁在管理？谁负责收集和整理被帮助对
象的资料？志愿者的力量该怎么调配？
@大盘拉条：组织者要成为一座沟通桥
梁，并把志愿者个体的力量汇聚起来。

志愿者、志愿者服务，不能是“花架
子”，不能是只停留在纸面的数字、报
告。@兜兜熊熊：希望能有一个志愿者
之家，把“家”的概念树立起来，让大家
找到归属。@杨六六1027：定期发布志
愿服务信息，调配各志愿者组织有计
划、有针对性地实施志愿服务。

对社会上那些“零散”的爱心力量，
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和利用。@书生香：
社会慈善力量往往呈现一种被动等待
现状。与体量庞大的官方公益组织相
比，民间慈善组织往往身躯较小，但他
们专注于一个或几个被忽视的社会横
切面，不是想当然地做公益，往往更具
针对性和有效性。（魏春兴）

感谢河南德丰集团对本栏目的大
力支持。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今日出场
网友，均获赠10元手机话费，请将手机
号私信@洛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