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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缙云 施星

一个健康的家庭，需要家长和孩子
共同成长。每个家庭有不同的生活方
式，但亲子关系的建立殊途同归，那就
是要爱自己的孩子。

爱孩子，首先要相信孩子。孩子不
是完美的，我们要善于看到孩子的优
点。一位家长说，她的儿子考试总考满
分，但偶尔也会考砸了，以前她一直吹
毛求疵，会抱怨、责备、呵斥。后来她知
道了相信、尊重孩子的重要性，现在她
对孩子充满鼓励，对孩子保持阳光心
态，孩子自然更加灿烂。

爱孩子，要尽量满足孩子的正当物
质需求。现在的孩子也不容易，他们面
临激烈的学业竞争，家长要当孩子的坚
强后盾。身为教师的一位家长说，自己
以前不擅长烧菜做饭，自从孩子念初中
后，她就通过电视、网络视频学习烹饪，
经常给儿子以美食惊喜，同时还为儿子
购置了手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
她的细心呵护下，儿子如愿以偿考入了
当地的重点高中。

爱孩子，就放手让孩子自由飞。孩
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孩子有自己的
个性。闭上你我唠叨的嘴，给孩子一个
空间，家长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就够了，别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

每一个和谐的小家庭，都有各自的
爱孩秘诀，集家庭智慧和人生经验体会
于一身。总而言之，爱孩子没有刻板的
模式，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重点就在
于“真爱”二字。

爱孩有道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在缙云县双溪口乡周扎村，有一间
只有 15㎡左右的屋子。家徒四壁，却
有 2000 多本书一摞摞摆放着，从地面
伸展向屋顶。这些书的主人虞永亮今
年 46岁，从小身患残疾，甚至曾被命运
宣判“死刑”。读书，让他冲破命运的枷
锁，活成了精神世界的“富翁”。

一些人说读书没用，是急功近利的
表现。读书不能一下子换来钱，换来吃
穿，于是得出结论，读书无用。实际上，
就从物质角度看，读书也有用。举个最
简单的例子，不读书，就考不上大学，考
不上大学，就很难有好工作，没有好工
作，一般来说，就很难过上物质富裕的
生活。

我不想就此论证下去。我更关心
的是，书的另一种功用：养护心灵。

必须看到，内心的富足对一个人的
极端重要性。所以，心灵需要养护。如
何养护？与书为伴就是一种很有用的

途径。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欲
望在，人就不得安宁：想满足欲望，就得
思考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旦满足不
了，又会陷入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不
管如何，内心都是受煎熬的。怎么办？
就得依靠书籍。因为书籍实际上是人
对世界认识的记录。不管是对宏观世
界的探索，还是对微观世界的细究，它
都可以在我们被欲望纠缠的过程中提
供帮助，不至于让自己的内心太受伤。
与书为伴，能让你的心灵得到好的养
护，从而“遇见最好的自己”。

虞永亮内心快乐吗？一出生，他就
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到了四五岁的时
候，他又染上一种怪病，双脚脚踝常年
溃烂，还会发出恶臭，大家看到他都绕
着走。初中时，虞永亮又被查出患有强
直性脊柱炎，并且病情逐步加重。医生
甚至断言，他可能活不到 30岁。但他
有自己的梦想，他也想活得像个正常
人，他也想有所贡献，回报社会。丰满
的理想遇上骨感的现实，对他内心造成

的苦痛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于是他
把目光转向书籍，他需要从书籍中寻找
解脱的良药。他的书是靠省下的低保
金买的，内容包罗万象。“只要拿起书
本，我的内心就很平静，忘掉了一切烦
恼。”“也许，我的梦想已经遥不可及
了。但只要打开书本，我就觉得自己仍
然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显然，与书为
伴，虞永亮的内心少了孤苦，渐渐富足。

与书为伴，关键是要真正识得书的
好处。对书，有些人总是存有偏见，以
为书没什么用。实际上，辩证地看，书
虽不是仙丹，不能治百病，但养心效果
不错，还常常可以给你带来物质的改
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
相一完人”的曾国藩曾说：“人之气质，
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
气质。”可见，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是有
神奇功效的。于是，他一生爱读书，封
侯拜相也苦读不止，直到临终前一天，
仍在读书。

不妨学学曾国藩。

与书为伴，可以养心

□ 松阳 胡琳玉

我的爷爷 80岁了，在丽水
出生，在丽水生活，在丽水变
老，无疑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
见证者之一。晚辈们喜欢绕其
膝下，听他讲述一段又一段关
于丽水的前尘旧事，在今昔对
比中感受丽水 20 年沧桑巨变
带来的心灵震撼。对于这位耄
耋之年的老人而言，最让他欣
喜的还是这些年来日渐完善的
养老保障体系。

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养
儿防老”，人一旦变老，意味着
健康丧失、角色丧失、收入丧
失、亲人丧失和理想丧失，只能
靠孩子的赡养以度过晚年。长
大了，听得最多的是“自助而
助”，自养为主，互助为辅，老了
要靠自己，尽量不去麻烦子
女。工作了，我听得最多的是

“智慧养老”，它是兼具日间照
料、全托服务、康复护理、家庭
支持、心理咨询等服务功能的
现代养老模式。尤其是近几年
来，我市不断完善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
养老为支撑、社会广泛参与”的
养老服务体系，推动了养老保
障体系从夕阳产业到朝阳事业
的重大转变。

每位老人都有一个幸福的
金色晚年，是这几年来丽水政
府致力奋斗的目标。以前，说
起“养老院”，大家首先想到的
就是儿女的无奈之举和不孝之
过，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全
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实现了从零突破到全覆盖
的转变，许许多多的老人能够
在老年食堂吃上热菜热饭，家
家户户的老人能够领取养老保
障津贴，还有一些老人在老年
大学兴趣盎然地学起了画画、
乐器和舞蹈。这是 20 年前的
老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
如今却成为了司空见惯的日
常。丽水 20 年的快速发展推
动了人民生活品质的持续改
善，从贫困走向小康，获得感、
成就感不断增强；同时，丽水 20
年的社会建设促使了老人晚年
生活的更多保障，从短缺走向
殷实，安全感、幸福感不断增
加。

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短
而又短，可是这 20年却给丽水
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培养适
合自己晚年生活的择居观念，
到选择适合自己欢度余生的养
老机构，再到主动出发寻找生
活乐趣的生活方式，完善的养
老保障体系给所有的老人带来
了希望，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有
了更为强烈的尊严感。

让每位老人都有幸福的金色晚年

核心观点

与书为
伴，能让你
的心灵得到
好的养护，
从而“ 遇见
最 好 的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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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丽水20
年的快速发
展推动了人
民生活品质
的 持 续 改
善，也促使
了老人晚年
生活的更多
保障，安全
感、幸福感
不断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