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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应该温和地延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社会发

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人类的平
均预期寿命会越来越长，退休年龄延
长是早晚的事，但这个延长不是一下
子延长，是每年增加一个月或两个月

还是化妆更有安全感，总希望男

友看到自己最美的一面。
——近日，媒体一项调查显示，

女孩在和男友见面时半数选择化妆，
工作的女孩们则表示基本都会化淡
妆。选择化妆的人中，有六成表示交
往两三个月才敢素颜见男友。调查
中，女孩小雅说出了她化妆的原因

龙门 站ee
自己的爹娘自己疼

家长拍板订校服，有点儿不靠谱？

独居老人突发脑溢血倒地，拽椅
子腿摩擦地面发声求救；独居老人不
知何时在家倒地，邻居发现异样赶紧
报警……《洛阳晚报》的报道，让人看
得心惊，也看得心酸。

洛阳的街上、居民小区里，踽踽独
行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大家的感受
是有大背景的：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统计，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7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3.26%，比“五
普”时上升2.93个百分点；全国老龄办
2012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老
年人“空巢家庭”比例已达49.7%，农村
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达到了38.3%，
且上升速度比城市还快。

独居老人离世无人知的悲剧，屡
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声叹息！我
们早晚都将老去，不能让老去成为堕
入地狱的同义词！问题是，不论是导
向意义更大的“常回家看看”入法，还
是道德文化层面的“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宣传，作用都太有限。

自己的生身父母，谁愿意其无人
照料？可是，生活不易，工作、房子、教
育、医疗种种现实困难的阻击，让子女
常常有心无力。想“常回家看看”，可

带薪的假期在哪儿呢？免费的高速公
路在哪儿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家
庭模式的变化，养老的社会化越来越
不可回避。

不羡慕远的，就说香港吧。从今
年9月开始，香港社会福利署实施“长
者社区照料服务券计划”：为那些身体
机能中度受损、正轮候养老院或综合
家居照顾服务的长者，提供每月高达
5800 港币的服务券；长者可以住在熟
悉的环境里，自主地在所在社区选择

“日间照料”或者“家居照顾”服务，用
信息系统里面的服务券来付费。

但，羡慕嫉妒恨，是不能让老去的
爹娘过上好日子的。不妨算一算每周
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再想想老人大概
还剩多少光景——满打满算，与他们
相处的时间能有多久？算一算，你可
能会感到害怕。

真的，谁也别指望，为人子女的只
有克服困难，为老人多付出一些！常
看看老人，才能发现他们更真实的生
理、心理状况。要知道，老人特别是高
龄老人，很可能每个月的健康状况都
不同。现在多受累，总比日后悔恨好。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不妨算一算每周与父母相处的时间，
再想想老人大概还剩多少光景——满打
满算，与他们相处的时间能有多久？算一
算，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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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日前出台加强中小学生校
服管理工作的意见，买不买校服、校
服啥款式，家长说了算。教育部门
还成立“校服管委会”，规范校服管
理……本报报道引网友热议。

家长拍板订校服，有赞同也有
怀疑。@珍爱夕阳红：家长参与招
标会使过程更透明，有助于增强家
长与学校互信，这叫“家长主持、学
校参与”，值得尝试！@冬雪LSZ：决
定权恐怕还在学校手里!@绒绒的主
人：家长说了算，有点儿不靠谱。

众口难调是个大问题。@妩媚
美女粉丝：这事做起来相当有难
度。那么多家长，意见统一得过来
吗？@小月弯弯07：这个真不好落
实，还是学校统一好。

统一校服真有必要吗？@河洛

王鹏：校服基本上都是摆设，平时都
穿得五花八门。@飞星逐华：统一
的校服缺乏个性，为何不能活泼点
儿？@河洛蝈蝈：校服款式有待改
进。我上学时的校服是运动服样
式，10多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式。

“统一”总是难逃质疑。@湖南
女子学院张闻骥：肯定有商家找校
长，校长才会拍板。@ly小舟舟：在
现行体制下，只要“统一”，自然会有
吃回扣之嫌。

如何保障校服质量？@清新的
阳光森林：质量标识应当齐全，并有
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
合格报告，在发给学生前，学校还应
主动抽样送检。@陕西冯燮：要靠
监管部门在服装生产和成品检测方
面多把关。 （魏春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