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父母，贵在用心

龙门 站ee
想得越纠结，事情越纠结

■微论撷英

这两天，北漂小伙儿为爸妈
手绘微信使用说明书被大家热
传。晚报记者走访发现，洛阳儿
女教爸妈用微信，趣事也不少，读
了其中两个故事，很是感慨。

微信，无疑是当下最火的社
交软件。但似乎这只是对于年轻
人而言，多数老年人并没有使用
微信的习惯，即便是智能手机里
安装了微信等软件，因为不能掌
握操作规程而让微信成了“僵尸
软件”。

“微信说明书”让不少人感觉
有些惭愧。相信，这也正是该说
明书走红的原因。说实话，这一
份“微信说明书”，并没有多少技
术含量，问题是，当父母拥有智能
手机，但不能使用其中的软件时，
作为儿女的我们，会持一种什么
样的态度？能不厌其烦耐心指导
的年轻人，有多少？

“微信说明书”存在的价值，
不在于它能够教会父母如何使用
微信，而在于，在这样一个我们都
认为自己忙到不可开交的时代，

它用一种最用心的方式表达了孩
子对父母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
感的表达方式，遗憾地说，是当下
一种少见的亲情反哺。幼时，我
们的手被父母拉着学这学那——
新的、好的、有趣的，哪样他们不
是先惦记着我们？父母年龄大
了，对新事物学习得慢，不会使用
电脑、智能手机，甚至不会使用时
髦的新家电，但他们同样有跟上
时代的需求——长大的儿女们，
可曾注意到这种需求？

多数时候，老去的、看起来有
些笨手笨脚的父母，对我们的忽
视与不耐烦，可能并不那么在
意。是的，有没有耐心帮父母学
会如何使用手机，当然不是什么
大事。但是，对父母尽孝，又需要
多么宏大的表达，多么庄严的形
式呢？

“白领辞职回家伴双亲”“推
母游全国”的感人故事，在生活中
自然是并不常见的。而对更多人
来说，只要心中长存惦念，总能找
到体恤父母的途径。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幼时，我们的手被父母拉着学这学那——新的、好的、有趣
的，哪样他们不是先惦记着我们？

本该纯洁的医患关系，因“红包”而
变得复杂。送不送“红包”，许多人很纠
结。国家卫计委日前通知，从今年5月
1 日起，医患双方要签署不收不送“红
包”协议书。如此一纸协议，能让潜规
则遁形吗？网友就此议论纷纷。

这股歪风确实有。@a打伞的鱼a：
这都潜规则很久了。@紫色蔷薇 zzz：
几年前，我母亲和婆婆做手术都给了红
包，医生连句客套话都没说，就放进了
口袋，理所当然一样。@陕西冯燮：个
别医生不但收，还主动索要。

送不送“红包”，为何让病人及家
属纠结？@刚毅 de 青松：有许多事虽
然 我 们 不 情 愿 ，却 又 不 得 不 去 做 。
@BO-UP：人情社会，没办法啊。@
六少爷阿甘：这也算是一种技术寻租，
原因是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及分配不
公问题，类似于教育等问题，要解决，路
漫漫。

该一味责怪医生吗？@湖南女子

学院张闻骥：带着有色眼镜看医生，对
医生、对社会都是一种伤害。@黄山会
展人：本可光明正大办的事，非要找人
办，显得有能耐——正所谓自找苦吃。

签协议管多大用？@月朗昌谷：就
是医患双方签了不收不送协议，又能
怎样？@郭怀东：不消除现有弊病，恐
怕很难执行，效果更难说。@洛阳微
事认为，初衷毕竟是好的，尽管荡除歪
风仍需时日，但多少还是能唬住一些

“胆小”的。
事情也没恁复杂。@刘大婷Ting：

病人送、医生收，这只是小众现象。只
要提高医德医风，病人信任医生医术，
并非无法杜绝。@Dr 丹丹在肿瘤科:
送红包并不改变治疗过程及结局，反
而让医生增加了更多心理压力，坚持
不送就妥了。@如果云知道昵：简单
点，别想那么复杂。许多人看人看事都
习惯往坏处想，想得太复杂，于己于人
都很累。 （魏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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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是否会转嫁给买家而再度推高房
价？二是是否会带动新楼销售反而利好开
发商和地方政府？三是是否抑制了改善性
需求而导致租房价格猛涨？

——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评“卖房征
20%所得税”，称此政策为调控十年来最犀

利狠招，并发三问质疑其长期效果
我常想，等污染过去了，就不再开车改

骑自行车，但有时还是会找“天气冷、路程
远”等借口。治理空气污染，还是要从每个
人做起。

——潘石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