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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少年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少年、、青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等各个阶段壮年和老年等各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老人的今天就老人的今天就

是我们的明天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所以，，关爱老人关爱老人，，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是我们应尽的本分，，也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美德。。老年人为社会全面发展作出了老年人为社会全面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巨大贡献，，没有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无私奉献没有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无私奉献，，就没有今天的社会进步与繁荣就没有今天的社会进步与繁荣。。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的今天的今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老吾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不仅关心自己的老我们不仅关心自己的老
人人，，更应该关心更应该关心、、尊重尊重、、善待社会上每一位老年人善待社会上每一位老年人。。关爱老人关爱老人，，让城市更有文明让城市更有文明、、更有温度更有温度、、更加美好更加美好。。

敬老、爱老，一直以来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时光长河
千年流淌，中华民族之所以历
尽沧桑生生不息，之所以“人情
味”非常浓厚，尊老、敬老、爱老
是一个重要方面。古往今来，
不管是历史时期，还是当今社
会，都需要弘扬敬老、爱老的优
良美德，尊老、敬老是社会进步
与和谐，促进人类发展的宝贵
精神财富。

社会发展永不停歇。时至

今日，我们弘扬和传承尊老、敬
老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是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体现，更带给了社会感动和珍
爱，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一滴水
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每个人都
是尊老、敬老实践的因子。一个
社会能否把尊老、敬老的传统发
扬光大，既是历史演进的结果，
也离不开持续的教育、引导与实
践。当下和今后，我们只有把尊
老、敬老根植在心底，践行好尊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才能让家
庭充满爱、社会充满爱，才能让
家庭和谐、社会和谐。践行尊
老、敬老也正是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最好践行，对传统美德
的最好弘扬，对传统文化的最好
传承。只有每个人都自觉把尊
老、敬老当作做人之本，营造良
好的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才
能让社会处处洋溢着温暖和谐
的“春风”，让中华传统美德世代
相传，永放光芒。

尊老、敬老美德代代传承

我们这座城市的老年人是
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时代进步
的推动者。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老年人曾为家庭和社会辛
勤耕耘，理应享受经济发展成
果，得到社会的尊敬和关爱。

尊老、敬老、爱老是一种社
会担当。敬老、尊老、助老、为
老，彰显城市发展的温度和厚
度。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
展，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
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致力

于让老年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
的晚年生活，聚焦老年人生活
供养、医疗保障、权益维护、照
料服务及精神文化生活等方
面，努力推动养老服务体系、老
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建设，老年人的福利、
卫生、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得
到了良好的发展，全市上下形
成了养老、孝老、敬老的浓厚氛
围。

每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都是一座爱心弥漫的城市；城

市里每一道“孝亲敬老”风景，都
是诠释城市文明、镌刻城市温
度的最好注脚。让老年人也过
上好日子尽显城市温度，更显
城市风采。全市上下共同营造
了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
形成敬老、助老的浓厚氛围，不
仅让文明城市更有温度，而且
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
惯，让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为我们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增
添一抹最美丽的夕阳红。

尊老、敬老提升城市温度

尊老、敬老在一个家庭的
范围就表现为对父母长辈的孝
敬。孝道是考验人基本道德的
试金石。一个人对生养之人能
尽孝，这种知恩、感恩、报恩的感
情，就是孝。孝敬，这一深刻而
温暖的词，传承了几千年而经
久不衰。孔子曰：“夫孝，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

中国人历来讲孝道，看重
孝道，这不仅因为它是血浓于
水的亲情，是充满人情味儿的
美好品格，也因为它弘扬的是

真、善、美，带给我们的是前进
的动力和无尽的温暖。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尊老爱
亲，才有家庭和谐，才有社会的
和谐安定。因此，我们要把尊
老、敬老当作一个家庭重要的
家风代代传承下去。良好的家
风可以影响孩子的整个成长过
程，包括孩子美好人格、健康身
心的塑造，更重要的是能使他
们懂得尊老爱幼，懂得孝敬父
母。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对家风
的最好传承，让孩子在耳濡目

染中受到好家教、好家风的滋
养、引导、激励。

与此同时，孝亲敬老是一
个文明家庭、良好家风的重要
元素，一个家庭的和谐还会带
动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应该
大力弘扬孝道，建设文明和谐
家庭，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一
个家庭的成员把孝根植在心
底，用心尽孝、用心敬老，才算
是懂得感恩的人，推己及人，也
才可能去关爱其他老人，让社
会形成尊老、敬老的好风尚。

尊老、敬老筑牢家庭和谐基石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
今天你敬老，明天敬你老。尊
老、敬老并不在于为老人做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于走
心、用心，关注老人内心需求，让
老人真正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用心尊老、敬老就要学会
换位思考，真正站在老年人的
角度思考问题和付诸关爱行
动，只有做到这点才会让老年
人真正的满意。现在，很多人
简单地认为只要给老人提供丰
富的物质保障就是尊老、敬
老。其实，这种认识是一厢情
愿的。无论何时何地，满足老
人的物质需求，只是最基础的

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老人
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
这需要儿女和社会真诚的关
怀。

用心尊老、敬老就要正确
对待个别不良现象，从内心深
处真正包容和尊重老人。互联
网时代，人们因为时不时地从
网络上看到一些有关老人“倚
老卖老、为老不尊”的新闻，就认
为老人不值得尊重，从心里产
生排斥老年人的想法。其实，
这种想法是片面和狭隘的。每
个时代都存在为老不尊的个别
现象，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这个
社会当中老年人群体的主流。

很多老年人退而不休发挥特
长，为国家和人民时刻奋斗着。
袁隆平耄耋之年依然坚持杂交
水稻的研究、应用与推广；钟南
山年逾八旬还奋战在抗疫一
线，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治措
施，挽救了无数生命；“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李延年离休后担任
多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
好。因此，我们继承和弘扬尊
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引导
全社会增强接纳、尊重、帮助老
年人的关爱意识，尊重老人的
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提供更
多的便利使老人感受到关爱。

尊老、敬老用心关爱更暖心

尊老、敬老，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不仅要对老年人
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更
要把精神关怀作为为老年人
服务的重要节点，关注老人的
精神需求，照顾老年人的特殊
需要。

老年人精神需求主要是指
老年人获得人格尊重、情感支
持和心理慰藉的需求，是养老
需求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
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
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
老人“精神需求”，提高老年人
心理健康水平对于社会和谐具
有重要意义。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水平直接影响着生活质量和
身体健康。保持心理健康，会
延缓身体衰老、少生病。心理
健康的老人，更能维护家庭和
邻里关系，子女可以少操心，家
庭生活和谐美满。

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是
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需要各
方持续发力。首先需要从总
体上做好综合设计，制定老年
人精神保障的相关政策，引导
涉老机构、街道社区在养老服
务中更加注重老人的精神需
求，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爱
老、养老的社会氛围，切实保
障老年人权益，积极促进老年

人社会参与，创建一个“权利
可实现、地位受尊重、经济有
保障、生活要便利、服务易获
取、个性得发展”的老年人宜
居的社会人文环境。其次，需
要子女发挥好作用。子女应
尊重父母，包括尊重父母的意
志、思想以及人格和独立，常
回家看看让爱常伴父母身边，
支持父母合理的业余爱好，丰
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让老人
真正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与
此同时，还应打造精神关怀的
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开辟老
人社区参与渠道，实现老人融
入社会、自我实现需求。

智能手机不会用、扫码缴
费有困难、手机流量不会开、
智能电视不会看……互联网
及智能技术在生活中的渗透
率日益提高，并呈现全场景应
用及快速迭代特征，加剧了老
年人融入数字生活的困难与
挑战。

面对日益发展更新的新科
技产品和老年人使用有困难的
现状，我们就应该帮助老年人
跨越“数字鸿沟”，让老年人共
享数字化新生活。那么，我们
该如何做才能让智能科技和老

年人相向而行，保持老年人与
时代接轨呢？

首先，需要我们给予老人
“科技关怀”，耐心教导老年人
学习现代科技。由于年龄、知
识和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老年
人在学习使用现代科技产品方
面显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这
就要求我们对他们多点耐心。
与此同时，除了技术方面的问
题，老人对新事物的抗拒心理
也需要年轻人帮助耐心攻克。

其次，帮助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还需要做出一些

兜底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相
关服务提供方要统筹考虑各
类互联网便民服务的线上线
下整合，便利老年人使用，做
好兜底保障。诸如医院、车
站、社区等城市公共服务部
门，不应“一刀切”地关闭人工
窗口，而是要提供“线上+线
下”的双向选择，适当保留部
分实体咨询、现场指引、人工
服务等传统服务手段，维护老
年人权益；另一方面，要引导
和鼓励全社会共同助力智能
技术适老的宣传推广。

尊老、敬老给予老人“科技关怀”很重要

行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
起点，无论什么事，空想不去
行动，它就只能存在脑海里，
没有任何意义，这对于做好尊
老、敬老工作一样适用。我们
要做好尊老、敬老工作，推动
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的浓厚
氛围，就需要个人、相关部门
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

作为个人要做好尊老、敬
老的践行者，关爱老人，就要
自觉把尊老、敬老、爱老存于
心中，不断增强尊老、敬老意
识，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从自
己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从
现在做起，在家中做尊老、敬

老的先锋。对于自己的父
母，要做到多给家里打电话，
常回家看看，关爱老年人身
体健康，注重关爱细节，放下
手机，多聆听父母的教诲。
在社会上要做尊老、敬老的
模范，不仅能做到尊重老人、
谦让老人，而且在条件许可
的条件下能够积极参加关爱
老人的志愿服务活动，深入
敬老院、社区为空巢老人、孤
寡老人、病残老人提供慰问
和关爱，以实际行动将尊老、
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发扬
光大。

作为相关部门就应该履

行职责，为老年人安享晚年、
乐享生活创造良好条件。要
积极行动起来，升级服务理
念，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提高晚年生活质量，为老年人
办实事、做好事、献爱心，要着
眼于解决老年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
老年人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切实增加获得感、幸
福感。

一个 行动胜过一打纲
领。尊老、敬老工作一定会因
尊老、敬老行动而取得显著的
发展，让老人安享稳稳地美好
与幸福，拥有更美的夕阳红。

尊老、敬老关键在行动

尊 老 、敬 老
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是历代中国人民心中
认可的精神信念。从古到今，
一个个尊老、敬老的典范犹如
一朵朵多彩的浪花奔流在历史
的长河里。时光奔流不息，尊
老、敬老的传统也应当生生不
息，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可
是，随着时代变迁、家庭结构的
变化以及各种因素的交织影
响，个别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
改变，对尊老、敬老的传统有所
漠视。

敬老、爱老，善德之始。怎

样对待老人，是一个社会文明
程度的指示标；如何尊重老人，
是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衡量
尺。漠视尊老、敬老的传统是
不符合历史和现实，是必须要
抵制和纠正的。我们应当综合
运用宣传教育、制度安排以及
法律道德等方式，让尊老、敬老
成为每个家庭和社会的一种新
风尚，让爱老、助老成为家庭和
社会的自觉行动，让孝亲敬老
这一中华传统美德滋养亿万中
国人的心灵。代代传承尊老、
敬老传统意义重大，它不仅是
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途径，而且是把个人道德、家庭
和谐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纽带。尊老、敬老的
传统在代代传承中，滋润人们
的道德土壤，涵养我们的精神
家园。

尊老、敬老传统代代传承
的目的就是让敬老之风、家国
情怀在神州大地尽情流淌，在
全社会营造出敬老、养老、助老
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让尊老、敬
老、爱老的情感在人们心中扎
根，引领亿万人民常怀敬老之
心、倾注爱老之情、笃行扶老之
事。

尊老、敬老传统要代代传承

·评论·

尊老尊老、、敬老要关注老人敬老要关注老人““精神需求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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