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助走失老人，不能只靠儿女
25日是洛龙区李楼镇齐村老人张菊香的

95岁生日，可到今日，她已走失21天了。连日
来，老人的子女、百余名村民和辖区派出所民
警寻找老人未果。

老人走失，儿女们的担心和难过可想而
知。今年10月9日，民政部下属的中民社会救
助研究院发布《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研究报
告》，首次发布我国老年人口走失的总体情
况。报告显示，全国走失老人一年在50万人上
下，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为1370人。事实上，
平日里身板硬朗、脑子也清楚的张菊香老人走
失，更大程度上是意外。而多数老人走失的主
因，在于失智：老人照顾自己的能力减弱，容易
走失，家人稍有疏忽，就可能出现问题。

及时寻找、救助走失老人，乃至防止老人
走失，不只是儿女的事，公共服务也当发力。
面对儿童失踪问题，今年5月，公安部上线了
中国版“安珀警戒”——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
布平台，建立了针对儿童失踪的全国性警报机
制和群防群治体系。那么，是否也可以建立一
个寻老版的“安珀警戒”？老人走丢后，只要接
警或接到救助信息，就启动警报，动员公共机
构，通过信息网络，及时寻找、救助老人。

不过，让黄手环戴到更多失智老人的手

腕上，则是更现实又管用的办法。
2012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我的父亲母亲”大型社
会公益活动，推出“黄手环行动”公益项目：为
有走失危险的老人和家属免费发放形状和佩
戴方法类似手表、用无毒塑胶制作而成、内部
可以放置身份识别卡的黄手环，帮助走失老人
早日回家。这让很多人开始认识这种手环。

小小手环，能发挥大作用。今年8月，有
市民在涧西区江西路上发现一位走失的老太
太，协警赶到现场询问老人的姓名和住址，老
人说不清；在谈话中，协警发现老人左手腕戴
有黄手环，这才顺利联系到其家人。

前两年，老城区相关部门与某机构合作，
为辖区 70 岁以上老人发放 2 万余个黄手环。
今年，晚报“咱爸咱妈老友聚乐部”也为读者
发放过黄手环。

当然，与需求相比，这种零散的发放活动
作用有限。其实，黄手环最基本的作用就是
储存信息——家人为老人自制手环，也是个
办法。

黄手环的功用，也需要公众有更多了解，
否则，即使看到街头有戴黄手环的老人，恐怕
也不会主动上前问。

【新闻背景】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8.3%，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较
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
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
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位列世界
第12。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春瑜对记者称，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
费的超过 10种。（12月 20日《每日经济新
闻》、12月21日《新京报》）

有时候，宏观经济的大问题，可以借助微
观经济的小故事娓娓道来。

上周末，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谈中国
制造业成本危机刷爆朋友圈。眼下，曹德旺
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
厂正式投产。

中国民营经济基本集中在制造业上，而
制造业又是对成本变化最为敏感的行业。在

诸般成本中，税费无疑成了民企最五味杂陈
的心头之痛。

曹德旺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实体经济
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
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在市场
风云激荡又瞬息万变的今天，税费慢慢减可
能等于没有减，小步降可能等于不会降。民
营企业在诸多压力面前，难免会出现“等不
及”的境况。或因如此，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
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当特朗普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靶心瞄准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时候，当中
国民营经济在提振“中国制造”信心中占据
半壁江山之重的时候，我们太有必要大刀阔
斧又大步流星地为民营经济“增暖减负”了。
让民营企业过上好日子，就业才会踏实，制造
才会稳固，资本才会“安守故土”。

■漫画漫话

为民营企业“集中供暖”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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瀍河区某新建小区交房一年，却一直因行政归属未定，以致居
民办理老年乘车证、准生证、高龄津贴等时，遇到不小困难——前
两天，在晚报关注后，虽然居民的困难暂时有了解决办法，但还是
让人颇为感慨。

就我了解，类似的事情绝不只此一例。
安居才能乐业。对普通市民来说，社区的职能，有管理，更多的

则是服务。没有社区，居民有很多事办不成，也享受不到基本的公
共服务。如今，政府部门大力转变工作作风，简化各种办事规程，推
出各种惠民政策，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了，这是共识。不过，要把工
作谋划在先，把问题和矛盾堵在未发阶段，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城市的框架越拉越大，新的道路、桥梁、居民楼越来越多。公家
单位的职责是，让买了房、当了业主的市民操心怎么把日子过好就
行，而不是为了办证的事情操碎心、跑断腿。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就要用发展的思维和举措去面对它、解决它。有关部门应该关注居
民小区的建设进度，会同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开发商、物业公司
等，提前谋划，提前协调，让新居民入住即能“找到组织”，增强大家
的归属感、幸福感。

提前谋划到位
不让群众麻烦

龙门 站ee
您的年度词语
与怎样的感受相连？

时至岁末，晚报特别推出“2016年，您的年度词语是什
么”策划报道，一词聚焦社会热点、感受世态民情。对此，众
网友议论纷纷。

如果只能选一个字，@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认为还是
“忙”最贴切：忙着工作，忙着学习，忙着照顾家庭，总觉得时
间不够用。@猫的嫁衣的秉性依旧——“吃”：从南吃到北，
从国内吃到国外。美食的意义在于，在困惑不安时，让人有
好好走下去的动力！

很多人想起了《咬文嚼字》杂志社日前发布的“2016年十
大流行语”：“洪荒之力”，指自我激励，让自己爆发出超乎想
象的能量；“吃瓜群众”，指缺少表达与参与能力的普通人的
自嘲；“葛优躺”，指大家在生活压力下放空自我的渴求……

的确，不管是年度词语还是年度流行语，玩的不是文字
游戏，而是生活的写照和对自己的期许。

@薛瑞众2016：我的年度词语是“勿忘初心”，这四个字
源自今年9月我出的个人第一本散文诗歌集。以这四个字继
续时刻提醒自己，也希望能借此慰藉他人，要始终记得自己
的梦想。

压力大，总是都市人的呼声。@三尺万卷选的“房贷”引
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终究还是没能逃脱“房奴”的宿命。结婚
没房不行啊！孩子上学要学区房啊！早买早受益啊！总而言
之，在家人的耐心劝说和反复指责下买了房，工资几近“月
光”了。未来30年，熬吧！@璇璇的鹿鹿亦有相似感受：一个
字——“穷”！

有没有一个词足以让人闻之落泪？众人认为@哆啦海
绵小丸子所言的“加班”二字或许可堪此任：简直让人绝望，
尤其是在没有加班补助和随时会被炒鱿鱼的情况下。@洛
阳好备T补充道：受不了“加班”，就要考虑辞职，我的年度
词语就是“职场规划”。可能年轻人有些好高骛远，但工作了
两三年，跳槽的想法不断，一直没有实际行动。今年终于下
定决心，学英语、多考证，为未来作准备！

同为年轻人，@西南科大赵香的年度词语很俏皮：想来
想去，还是选“我也是醉了”吧？社会变化太快，栖身象牙塔
里也总被各种信息所震惊。

“2016年，中国人的年度词语中怎能没有‘里约’？”@樊
耀文微博觉得，在普通人的年度词语中，也勾连着国家记
忆，女排精神令人感动，国人观看竞技体育时心态的日趋成
熟更令人欣喜。@vanity_vestige最后说：希望明年不再有人
选“雾霾”作为年度词语吧！ （陈曦 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