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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有话

谁愿住进不安全的养老院？

儿童节该怎么过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学校应该力争组织更有意义的活动，力争让
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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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是很多孩子一年里最期盼的
节日。这个六一儿童节，该怎么过呢？

现在的六一普遍是这样过的。
演出——恐怕这一项是最多的吧？演

出的内容，不是孩子们定的，但演出的主体
肯定是孩子。为了这一天，孩子们要提前
一两个月甚至更久，利用课余时间，牺牲休
息和玩耍时间去排练。为了这一天，老师
们加班加点，辅导、指挥、陪练，家长们可能
还要跑前跑后帮忙找道具、服装，等等。

六一那天，小演员们风风光光台上
秀，但台下还有更多的孩子，看佼佼者们
在台上表演。如此，问题就来了，台下的
孩子，内心会不会多少有些失落呢？难
道这不是大家共同的六一儿童节吗？

表演结束，演好的甚至拿奖的，欢欢喜
喜，也算有所收获，过了个高兴的六一儿童
节；没演好的、没拿奖的，那就不好说了，但
不管怎么说，这一天都过得挺累的，不是吗？

再说另一种过节方式——逛街、购
物、去游乐场玩儿，总而言之是消费活
动。对这类消费活动，这几年不少人都
在反思，花钱买热闹，到底好不好？

第三种，当然比较好，就是带着孩子
出去玩儿，接触大自然。可是，如果六一
这天恰逢双休日还好，如果不是，就算学
校给孩子放假了，大人不还得上班？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第三条规定：“儿童节(6
月1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
天。”对，就该给孩子们放假，让他们想玩
儿什么就玩儿什么，想表演什么就表演
什么，大人不要指挥、限定，既然这一天
是儿童节，就应该让孩子们好好过他们
的节日，如果他们只想安安静静在自己
房间里待着，那也是他们的自由。

不过，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让不满14
周岁的少年儿童自己去玩，家长们能放心
吗？既然这一天是孩子们的节日，能不能
也给家长们放假，让他们好好陪陪孩子呢？

假如不放假，学校要搞活动，那么，
不妨看看一名教师给出的建议——一所
好的学校，应该力争组织更有意义的活
动，力争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权利
和机会参与活动。

平顶山鲁山养老院火灾备受关
注。铁皮泡沫屋也好，彩钢瓦房也
罢，大家都知道这种房子不安全，就
连老人们也觉得这里不太好，为何子
女还是把他们送进来呢？假如真有
物美价廉的公共养老服务可挑选，又
还有多少人愿住进铁皮泡沫屋？

就在这起火灾发生的当天，晚
报另一条报道同样令人深思：待在
老年公寓闷得慌，一老人夜里翻墙
出去耍。假如环境够优美，设施够
齐全，老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
都能得到满足，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吗？ （魏春兴）

因家中无人，涧西一3岁幼童从6楼
窗户爬出，站在空调室外机上哇哇大哭。
就在听到孩子哭声的那一刻，小区居民赶
来了，附近的涧西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赶
来了。千钧一发之际，有人赶紧报警，有
人安慰孩子，有人上楼敲门，有人找来防
护物品……孩子最终转危为安。

事实上，这样的爱心故事，一幕
接着一幕，一件接着一件。

就在同一天的晚报上，我们看到了
有乘客突发心脏病，公交车司机与死神
赛跑，把病人送往医院急救，同车乘客
没有人抱怨赶时间，没人唠叨耽误事
儿，有的只是异口同声的“救人要紧”，
有的只是一路守护和协力抬人；我们也
看到了骑车女子受伤之后，路过的女巡
警把她扶起靠在肩上，当她坚实的依
靠；我们也看到了有人限高杆上欲轻

生，路过的陌生人耐心地开导他……
居民，职员，司机，巡警，路人，一个

个平凡的小人物，一个个普通的小角色，
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不知道他们
的名字，他们之间也素昧平生,但他们的
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是善良，是朴素，是
温情，是最平凡的也是最深的感动。

世界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
好，但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在我
们身边，确实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犹
疑，有遇到求助不愿帮的冷漠，有太
多怨天尤人的抱怨，为什么很多人总
把这些看作随风倒伏的理由，却对那
么多温暖人心的一幕幕无动于衷？

有人说，个体修养构成群体气
质。不管我们多么平凡，就像晚报报
道中出现的这么多小人物一样，但只
要人人爱心涌动，洛阳就会聚满暖流。

洛城有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是善良，是
朴素，是温情，是最平凡的也是最深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