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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父母感受爱的温度
昨天的晚报，有一件小事叩动人

心——新浪微博网友@可爱的木子
林夕o发布微博：“每天下班回家，不
管几点，老爸总是在路口等我，一天
所有的不开心还有压力顿时烟消云
散。”这名网友名叫李梦园，她通过晚
报表达了对父亲的感恩之情，也表达
了愿父亲注意身体的希望。

父慈子孝，令人动容。幸运的
是，经过晚报的报道，李梦园的父亲
也能了解到女儿的感恩与孝心。不
过，在现实生活中，如此充满感情色
彩的表达并不多见。

中国自古推崇孝文化，重对父母
的反哺之恩，但我们习惯内敛、含蓄
的感情表达方式，即使对亲人满怀爱
意，也往往羞于开口。朱自清的名篇

《背影》感动了无数人，但不知他的父
亲是否也了解儿子的这份深情？看他
在文中写道：“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
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怕别人看见”，这样的心思，现
在不流行了。80后、90后、00后，他们
很擅长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情感。以
至于，这两年的母亲节、父亲节，有不
少人问：“你在网上这么孝顺，你爸妈
知道吗？”

虽然不怕别人看见，但有多少人
不怕让父母看见？有多少人主动、想
办法让父母看见呢？这个恐怕就不
多了。

现在，五六十岁的人用微博的恐
怕很少。李梦园在新浪微博上表达
对父亲的感激，可能也没有想过能让
父亲看见，更不会想到，晚报会替她

发出对父亲的真情告白。假如没有
晚报的关注，我们依然希望李梦园的
父亲能了解女儿的孝心。那么，李梦
园除了发微博，还有别的方法吗？

有一种感觉，我们渐渐长大以
后，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那就
是，父母曾经给予我们的触觉。在我
们很小的时候，无法用眼睛看清楚这
个世界，也不懂得用语言表达的时
候，我们往往通过触觉来获得父母带
来的安全感。当我们渐渐长大，慢慢
学会了独立生活，好似不再需要父母
带来的触觉体验，却没有意识到，这
种触觉的缺失，带走了许多亲子之间
的温暖。

你还记得，曾经，父亲或者母亲
牵着你的手过马路吗？长大以后，你
却像朱自清那样，只是远远地望着他
们的背影。太多的感动，藏在心里说
不出，发到网上，父母却又毫不知
情。也许，鼓起勇气，到父母身边去，
挽起他们的手臂，与他们并肩而行，
即使不说话，他们也感觉得到亲情的
温暖。或者，写一张字条，贴在门后
或冰箱上，也能让父母体会到更多来
自儿女的爱。

时代在发展，现在的年轻爸妈
们，多数都懂得与孩子互相表白，“妈
妈我好爱你”“宝贝我也爱你”……他
们学到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爱我你就
抱抱我”，进而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但
对于自己的父母，依然缺乏表白的勇
气。何不把父母当成自己的孩子那
样，勇敢一点儿，主动一点儿，让他们也
享受一下，被爱温暖的美好？让他们
也体会得到，来自儿女爱的温度！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你还记得，曾经，父亲或者母亲牵着你的
手过马路吗？长大以后，你却像朱自清那样，
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在场 时评微 >>>>>

治理垃圾短信也得以人为本
□@mengshan911（微信用户）

我爱人是教师。前两天她说自己的
手机坏了，发不出短信，给课题组的专家
一天发了十几条短信对方都没回音。后
来，她拨打运营商的客服电话才知道，原
来是自己手机的短信功能被关闭了。

前天，她带着身份证等，跑到营业厅
排队忙了一上午，才重新开通短信功能。
客服人员说，可能机主涉嫌发布垃圾短
信，短信功能被系统强制关闭了，关闭的
时间是3个月前。

爱人的手机号已经使用了 6 年，经
过一番回忆，她确定，3个月前曾用手机
给她的学生群发过短信，安排假期补考
等相关事宜。因为平时电话量大，短信量
小，她也没在意，直到前几天，险些耽误
了大事。

记得几年前报纸报道过，运营商治理
垃圾短信的办法好像比较“简单粗暴”：每
部手机在3分钟内发布短信超过30条就
可能被关闭短信功能——若如此，显然，
我的家人成了治理垃圾短信的“受害者”。

个人感觉，运营商这两年治理垃圾
短信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作为用户，
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耳根的确清净
了不少。不过，运行商在打击垃圾短信的
时候，能否避免殃及合法用户？即便真的
受技术所限，治理手段只能搞“一刀切”，
无法避免“零误伤”，那么是否该建立一
套提醒机制：在关闭短信功能前对客户
进行善意的提醒，让客户有个申辩的机
会；或者在关闭的同时发布短信通知，让
被冤枉的客户及时去开通，以免造成更
大的损失？说到底一句话，只有把客户的
权利放在心上，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蓝枫（市民）

前几天，我在南昌路丽春路路口骑
电动车转弯过马路时被交警拦住，交警
说我闯红灯了，罚款20元。我当时十分
惊讶，自己向来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都
是按照信号灯指示走的。听了交警的解
释，我才明白，是我转弯时看错了信号
灯——这个路口比较特殊，在行人交通
信号灯旁边，还有一个信号灯，是专为机
动车转弯设置的。我在该路口观察多次，
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误看了这个灯。

我对自己犯的错误感到十分惭愧，
同时思考在这件事中存在的两个问题：
一、信号灯该怎么看，既然很多人不知
道，就要想办法教。二、道路交通安全
法是给全部道路交通参与者看的，可事

实上不开车的人多数不了解。骑电动
车、自行车如何规范过马路，很多人并不
清楚。如何让不开车的人也学道路交通
安全法，值得我们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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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灯怎么看，该教还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