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有所“做”，才能老有所乐

在今年的晚报读者节上，86 岁
的张根有老人成为会场焦点。20
多年来，他坚持订阅《洛阳晚报》，
从 订 报 之 初 便 开 始 剪 贴 、收 藏 晚
报，现在已制作了五六十块展板，为
晚报专门打造小型“博物馆”的他，
获赠“终身荣誉读者”称号。

活到老，学到老，张根有老人为
我们做出了榜样。

人不可一日无事，退休了，有时
间、有精力，不妨做个“爱管闲事”的
人，或热爱运动，或热心公益，或生命
不息、工作不止……心中有希望，手
上有事做，才能健康快乐。老有所

乐，需要老有所“做”。
今年 85 岁的门球队员徐琦元

老 人 ，是 本 届 市 运 会 年 龄 最 大 的
参 赛 者 。 耳 聪 目 明 的 老 爷 子 ，每
天 除 中 午 吃 饭 外 ，打 门 球 一 打 就
是一整天。

生命是一团火，只有不断燃烧，
发出光与热，才有价值与意义。人老
了，不代表生活开始没意思，换种生
活方式，日子依然绚丽多姿。

在不少人看来，老了就要好好歇
歇，好好享受，这种想法没毛病。不
过，如果把好好歇歇仅理解为“吃了
睡，睡了吃”，生活面会变得狭窄，心

胸会变得狭隘，这样的“闲”，无益身
心健康，让人烦。

找点儿事做，可大可小，不管是
悉心研究学问，还是精心种块菜地；
不管是努力学习画画，还是潜心钻
研舞蹈，爱好没有有用、无用之分，
有一个爱好，就是生活的乐趣和意
义所在。

人，不怕老，怕的是心老。人老
心不老，是对生活态度的赞美，是对
生命的赞美。热爱生活的人，无论在
生命的哪个阶段，都会找有意义的事
去做，都会散发光与热，这是对生命
的尊重和珍惜。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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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随谁姓，这事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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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职称不再看“出身”，带来新职业气象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让职称评审回归技能、业绩、贡献的范畴，回归本色、纯粹的特性，“唯才能
论”，将带来新的职业气象。让职称助力“千里马”奔跑，职称评审“松绑”正当时。

河南出台新政，评职称不再看“出
身”：只要在河南工作满6个月且符合
条件，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不管你是
哪儿的人，都可以参加职称评审。

职称，是从业者职业能力的鉴
定，评职称不看“出身”，打破地域界
限，“唯才能论”，不拘一格降人才。

城市发展，离不开人才，为留住
人才，如今一些地方使出“大招”，可
谓“用尽所能”，种下棵棵梧桐树，只
为引得凤凰来，我市更是拿出“五百
金买马骨”的精神，吸引、广揽人才。

“英雄不问出处”，用一个人，评
价一个人，不看“出身”，是观念的进
步，更是现实的需求。学历只代表
一个人的初始受教育状态，籍贯只
代表一个人的出生地……将这些因
素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挂钩，势必
使职称评审有“杂音”，将一些“千里
马”挡在“栏”外。

让职称评审回归技能、业绩、贡献
的范畴，回归本色、纯粹的特性，“唯
才能论”，会使更多有实践能力的工
作者脱颖而出，在工作中发挥更大作

用，也能促使“唯身份论者”改变观
念，重视后天努力。心态的改变有利
于良性的竞争，将带来新的职业气
象，促使社会的进步。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创新创造
是异常艰难的智力劳动，只有用科学
的制度设计，让真正有才能者全身心
投入工作，长时间沉潜探索，才可能
取得创造性工作的突破，才是对创新
规律的最大尊重。

让职称助力“千里马”奔跑，职称
评审“松绑”正当时。

二孩时代，“孩子随谁姓”这个不
大不小的问题，让一些夫妻产生了分
歧。有人觉得孩子随父姓是传统，有
人觉得孩子随母姓也未尝不可。近
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
查显示，47.5%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该
随父姓；54.7%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
母姓，23.2%的受访者则表示对此不能
接受。

“二孩”随父姓还是随母姓，的确
是许多家庭关心的问题。随父姓还
是随母姓之争的背后，若隐若现有一
种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

几千年来，随父姓不仅是中国
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也是世界各
国普遍遵循的姓氏传统。也正因为

此，尽管根据婚姻法，“子女可以随
父姓，可以随母姓”，但真正随母姓
的人并不多。

其实，“孩子随谁姓”没那么重
要，与传宗接代无关，与男女平等无
关。不管孩子姓什么，都改变不了血
脉亲情；无论随母姓，还是随父姓，都
不会改变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孩
子也不会因为一个姓氏，而选择与爷
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更亲。

现代婚姻关系，不该出现“随谁
姓”的争夺战。孩子随谁姓，这事好
商量，彼此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一谈，

“孩子姓什么”不是一个损害夫妻关
系的单选题。

比姓什么更重要的是血脉亲情，

是夫妻恩情。与其苦苦争夺一个虚
无缥缈的“姓什么”，不如淡化姓氏，
教授孩子现代的家庭观念，先成人，
再成才。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在乎“孩
子随谁姓”时，无论家庭，还是社会，
也必然更加文明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