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孝行二三事

□齐静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2000
多年前的孔子开始，孝就被人们当作“仁之
本”。子路百里负米、黄香扇枕温衾，令人动
容的孝德故事世代流传，成为人们实践孝道的
典范。说起我对孝道的体会，就不得不提到发
生在周边的二三事。

孝是感恩。一个孩子，从呱呱坠地到咿呀
学语，从入学升学到择业择偶，父母无时无刻
不在无私付出着。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又如
导师般指引我们不断前行。很多时候，我们对
父母的付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却忘记了这
其中数不清的困难和艰辛。因此，我们要感恩
父母给予生命，感恩父母的辛勤养育。感恩、
知恩、报恩，是每一个子女都应具备的共识。

近几年，奶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手腕
和膝关节经常疼痛，即使依照医嘱按时服药，
有时也难以缓解。后经朋友介绍，一个老中医
的偏方很有效果，只是每次乘车去临县取药都
要近3个小时。为了不耽误奶奶的治疗，父亲坚
持每个月都去取药，如果有事情耽误了，父亲
也一定会让母亲替他完成。实际上，每次买药
往返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父亲从没有
向任何人提过这些。后来，父亲无意间提起小
时候曾患过严重的肺炎，是奶奶深夜抱着他跑
了几家医院，才遏制住病情。我知道，父亲是
用行动告诉我何为知恩、感恩。

孝是担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
中，总有些问题和困难是躲不开、逃不掉的，
工作生活中如此，尽孝照顾老人亦是如此。我
的一位同事总爱说，与其被动接受问题，不如
主动应对问题。我想，这种勇于直面问题、解
决问题的觉悟，就是我们常说的担当。不少人
将年老父母视为包袱累赘，正是缺乏担当。

前几年，这位同事的父亲罹患老年痴呆
症，需要有人陪护，而他们兄弟三人都已成家
立业，一边照顾老人，一边照应工作家庭，有
诸多不便。作为家里长子，同事最终主动担起
了照顾父亲的责任。无论是将父亲接到家中还
是聘用保姆，都是亲力亲为，尽量做到周到安
全。他总说，父母养育之恩难报，兄弟难以做
到的事情，自己更要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子女
应有的担当。

孝是尊重。说起孝，我们总爱将其与
“敬”“顺”联系在一起。“孝敬”“孝顺”
两词也成为固定搭配广泛使用。孝中必须有
敬、必须有顺，但同时，孝也不应是盲目崇敬
或无原则顺从，而是在充分沟通基础上的
“敬”和“顺”。

曾听一位领导说过自己母亲的故事。老太
太生长在农村，日子过得很艰辛，儿子担任领
导职务后，想把老太太接到城里住。但老太太
过惯了和土地打交道的日子，受不了城里的这
讲究那讲究。领导几次劝说，老太太都表示不
愿到城里居住。最终，领导放弃了这个想法。
“上次回老家，看见老太太抱着一只兔子笑得
很开心，就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少年，何必
强求改变呢？真有一天走不动了，我就接她过
来好好照顾。”

随着时代的发展，孝道文化也在不断变
化。有人觉得，孝是努力工作，提升自己，让

父母能够拥有更优越的老年生活。有人则认
为，陪在父母身边最好，虽然不能给他们最好
的医疗，但至少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孝
心。对于这个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如果能两全，是最好不过了。但无论如
何，子女都应该多与父母沟通。

病床前的坚守

□李苏芳

娘躺倒在床再也无法起来的那年才51岁，
乳腺癌术后三年病情复发，经多家医院确诊后
已无救治可能，更是难捱三个月了。

我请了长假打算陪娘度过临终的岁月，一
间20平方米的小屋，我守着娘一天天挨日子。温
暖的阳光从木格窗里照进来，心却像在冰窖一般
冷寒，娘自知时日无多，每天斜倚在被子上勉强
直起身子看着我的肚子，我已身怀六甲，肚子高
高隆起。偶尔在胎动的瞬间，我会撩起棉袄给娘
看，还会拉起娘的手抚摸她的外孙。

在这生命无望的寒冬，娘已心如止水，她
是强忍着病痛不忍离开眷恋着她的女儿。我清
楚地看到娘痛起来的隐忍，五官扭曲，四肢挪
位，但是她顶多哼哼几声，稍稍减轻后即复归
平静，然后说，苏，娘饿了……

一日三餐，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娘做，
刚开始还能喝粥吃点清淡小菜，慢慢地就皱起
眉来。我给娘蒸鸡蛋羹，色泽鲜艳滑嫩爽口，
滴上几滴香油香味四溢。我说，娘啊，还记得
吗？我小时候每次生病您都给我蒸鸡蛋羹，吃
完病就好了。娘就硬吃，咽一口需要努力很
久，我眼泪不止，赶紧扭了头。

娘爱吃水果，可是一辈子不舍得吃，物资
匮乏的年代这是奢侈品。出差回来爹总是买一
些，娘就给我们兄妹三个分了吃，自己从不舍
得咬一口。于是，我买了最大最红的苹果，用
勺子刮成泥，一勺勺喂给娘吃，可是，娘已经
吃不下去了！

在娘状态好的时候，我每天和娘一起回忆
兄妹三个小时候调皮、成长的欢乐还有每次被
娘打了的记恨。娘开心地说，我都记得呢，每
次打完我就很后悔，可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哪
有几个不挨棍子的？说完，我和娘都笑起
来……

跟哥哥们谈起小时候的故事，每说到开心
处，娘也会忘了疼痛，舒眉展眼笑个不停。看
到娘笑得那么幸福，我的心在滴血，娘啊，这
样的日子，我们还会有多久呢？

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娘咳嗽多痰也稠，因
为身体虚弱，有时咳不出来憋得脸通红，呼吸急
促，这时，我就用手指去抠，加上妊娠反应厉
害，我更是呕吐不止。几次过后，娘不忍心，要
赶我走。我坚持不肯，娘绝食抗议。我无法说服
娘，我就哭，娘啊，没有您，哪有我，没有我，
哪里会有他？您要是不同意我照顾您，我就不要
这个孩子了……娘也只好答应。

时时袭来的癌痛是噬骨的疼，有时娘忍不
住了，就会让打止疼针，后来，病痛越发频
繁，娘说过一次，苏，就让娘走了吧，娘不想
疼得呲牙咧嘴的，多难看啊！听到这话，我心
如刀绞，我是您的女儿，怎能不感同身受？可
是，您活着，我就还有娘……

我说完，泪如雨下，娘忍着痛，喊我，苏啊，
娘知道了，娘忍着，我还等着我的外孙出世呢！

终于，在一次剧烈疼痛过后，娘做出了一
件让我揪心的事。有一次，我去厕所方便，在回
来的瞬间，我看到娘穿戴一新，头发也梳得整
齐，站在床上要朝床下扑去，我惊叫了一声，死
死地抱住了娘，嚎啕痛哭，等我把娘抱下来时，
娘也哭了，苏啊，娘已经拖累你4个月了，对你
对孩子，都不公平，娘不能这样啊……

我扑通一声跪下了，眼泪簌簌而下，娘
啊，您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如果不是爹懂医，您
早就没命了！您用命生下了我，我一哭您就不忍
心断奶。娘啊，我现在照顾您，才做了那么一点
点，您怎么就说这种话呢！

因为动作幅度太大，娘疼痛加剧，咬住毛
巾的娘冷汗淋漓，我把手伸进她嘴里，我要和
娘一起疼，一起抗！

娘在我的悉心照料下，虽说没有好转，却
也过得平静。转过年后正月里，娘撒手人寰
了。我用胳膊揽紧了娘越来越冷的身体，让她
感受外孙的胎动，娘走了，带着满足的微笑和
一丝遗憾……

娘去世两个月后，她的外孙呱呱落地，健康
可爱。抱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亲着他粉嫩的小
脸蛋，我热泪横流：感谢上苍，感谢我的娘……

我多想再侍奉于您

□陈玉梅

妈妈，因为心力衰竭，您再也支撑不住
了！您无力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双手陡然垂下
来！我整个人瘫软在轮椅上，欲哭无泪，我的
心灵泣血呼唤您啊……

除了无言哭泣，我只能一遍遍责怪自己：
妈妈，是我对您的照顾和侍奉不够吗？我为什
么没能挽留住您啊？妈妈，您为什么舍下我
啊？我多想对妈妈说，“我和您做母女没有做
够啊！您不要离开我，请求您再给我照顾您的
机会吧！”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您拉着
我的手说，“你从小双腿就瘫痪了，没想到我
老了、病了，还得你的济啊！”而您糊涂时，
却不认识我是谁。

妈妈啊，您这一辈子太不容易、太苦了！
我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导致双腿瘫痪，自我患
病后的几十年里，您为我操碎心流干泪。您背
着我、抱着我，四处求医问药，走遍大半个中
国。您跪倒在医生面前，“救救我的孩子吧！
把我的双腿换给孩子！”

有人说，一个重残的女孩子读什么书？您
却坚持要我读书，成为有用的人！您背着我千
恩万谢地感谢学校收留我，从小学一直背到了
高中毕业。十几年的求学路上风雨无阻，我的
老师和同学都忘不了瘦小的妈妈身背残疾女儿
的身影。尽管后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但我还
是成了妈妈您心中“有用的人”。

我知道，我更应该做一个对您有用的人、
一个竭尽所能孝敬您的女儿。那年，您刚刚70
岁，因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缠身，躺到病床
上。妈妈，我知道您的病是累出来的，陪伴照
顾一个重残的女儿艰难生存，我知道您有多
苦！如今是我回报您的时候了，可是不能站立
行走的我，自顾不暇，谈何照顾别人？很多人
觉得我是痴人说梦，等着看笑话。但是不管别
人说什么我都要亲自照顾您。我蹲下身来匍匐
在地，为您洗衣做饭，端屎端尿……蹲在地上
的我，身高和床铺一样。我上下床很费事，需要

先爬上凳子，才能上床；下床时，我需将右腿用
右手支撑固定住，然后再将身体挪下来。于我而
言，家里的炉灶也是高高在上的，我仍然需要先
将身体爬到椅子上，才能够着灶台做饭。

每天都在床和灶台之间，爬来爬去，有时
掌握不好平衡或用力不当，就会从椅子上摔
落。每当您听到我咚咚的落地声，就会扯着嗓
子喊：“我的玉啊，摔着了，痛死妈妈喽！”
我忍着伤痛不出声。其实妈妈您知道，我身体
里的每一块骨头，都是疏松的，轻易就会断
裂。我自己都能听到骨缝里“啪嗒”一声，好
在上天垂爱，或许要鼓励我以一副残躯照顾妈
妈，我从未骨折过。

每日在灶台前爬上爬下数次后，我才能勉
强做完一日三餐。厨房与您的卧室大约有10米
的距离，常人仅需走几步，但于我而言却是无
比漫长，特别艰难。我将做好的饭菜，摆放在
一个板子上，每挪动一步，便推动板子向前一
步。如此不断重复着，终于爬到您的床前，我
将碗里或盘里的饭菜一一举过头顶，放到您的
眼前。尽管将饭菜举过头顶是我的无奈之举，
但在我心中却也最具仪式感。因为我高高举过
头顶的饭菜，是我敬奉母亲的见证。

妈妈，我知道您很心疼我，不忍看我劳
苦。但是，只要我能动，无论是蹲行，还是爬
行，我就必须亲力亲为！我瘫痪在床时，是您
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不放弃一丝希望。您说自
己的身体死沉死沉的，我每次搬动您时，大汗
淋漓、精疲力尽。熟能生巧，渐渐地我琢磨出
一个办法：将一块厚点的塑料布，垫在您褥子
下。这样想拖动您时，拉着塑料布就可以滑动
了，省力不少。我将您拖到床边，再把您顺到
床边的坐便器上，之后我再将您抱上床。尽管
如此，仍有好几次我差点与您一起滚落床下，
幸好我反应比较快，赶紧用一只手臂抓紧您，
用另一只手抓住床沿，等缓过神来再用力。妈
妈哟，我好怕您因为我受伤。您髋关节骨折
后，因年纪大又有糖尿病，所以不宜手术。您
一直在疼痛里煎熬着，稍有不慎就会弄疼您，
每当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对您说，妈妈让您受
苦了，对不起。我知道如果您还在，一定会宽
慰我，说我尽力了。可是妈妈，与您为我做的
相比，您口中所谓的尽力根本微不足道，我做
的还是太少太少……

妈妈，我明白您需要的不是我的体力付
出，您要的是我的陪伴和守候。哪怕我们不说
话，只是面对面，互相看着对方，彼此也都会
觉得心满意足。每次在您的身边，您都会不自
觉地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攥着，好像生怕攥松
了，我就不见了。妈妈，是不是在您的睡梦
里，我们母女也不舍得松开彼此呢？

妈妈呀，我多想再回到您身边，默默地照
顾侍奉您，可惜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妈
妈，我能否祈求您，让我们下辈子还做母女，
再让我继续侍奉于您的左右，以弥补我此生的
缺憾。当然，我一定尽力让自己健康，绝不再
给您添那么多麻烦。

我陪父母到地老天荒

□马素平

9月中旬，小叔子家的女儿出嫁，亲戚朋友
都去他家里帮忙，有包饺子的、有贴喜字的、有
招待鼓乐队的，分工五花八门，大家都为了同一

个目标：让我那漂亮、温柔、可爱的小侄女婧婧
幸福地出嫁。我有幸被选为新女婿进家后，端饺
子给一对新人送祝福的“礼仪长辈”。说起原
因，不是因为我长得多漂亮，也不是因为我的职
务有多高，而是因为我父母双全，福禄寿齐全，
据说这会带给新人一生的幸福美满。

真是庆幸自己在奔向“花甲”的路上，生
命中仍然有双亲陪伴，不仅自己的父母健在，
而且爱人的父母也健在，我这是上辈子修了多
大的福啊，换来今生父母长寿相伴。每每想起
来，都会情不自禁地咧嘴自乐一番，从心底涌
出一片柔情蜜意。

89岁的妈妈年长爸爸一岁，他们也经历过旧
社会的苦和难。与公婆不同的是，因为父亲参
军，母亲随军，他们自青年时代起，就沐浴在红
色光芒下，没有地方农村那些所谓的“成分划
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羁绊。我们姊妹五人跟
随父母在军营多年，生活安逸，幸福成长。

父亲一生戎马，在岗成绩斐然。离休后和
母亲为我们儿女“当牛做马”。最难忘20多年
前，因为爱惜我，要照顾我那幼小的女儿，父
亲和母亲一起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风光旖旎、
环境舒适的海岛，举家来到了我居住的城市。
这一住就是20年。如今，我的女儿都已经谈婚
论嫁，他们却因为年老体弱，不能舟车劳顿，
恐怕永远也回不去自己的家了。

回长岛老屋，还翻出了母亲60岁时给自己
做的寿衣，沉稳不张扬的棕色系丝锦缎棉衣，
已经29年了，依然柔软。这是心灵手巧的老妈
妈给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佳衣。她随军在海岛
时，在部队的家属红校缝纫组上班，经常加班
加点给官兵缝补被褥、加工军装，业余时间就
给慕名前来的驻地老百姓缝制衣服，从不收取
任何费用，至今岛里的同学还会经常传话，说
他们的长辈们常常念叨我老妈妈年轻时期的善
心义举。连90岁的婆婆在生日宴会上都拉着我
的手夸我妈妈手巧，前些年来都是穿我妈妈给
她缝制的衣服。

因为还有一大段的职业生涯路要走，不能
全天候亲力亲为给父母尽孝，姐姐们又在外地
和国外居住生活。三年前我给年老体弱的父母
请来了24小时的陪护，在不出差的日子里，我
每天早晚两趟，到住在同一个小区的父母家看
望他们。给他们买养病的药品及生活日用的一
切所需，有时替换陪护回家过年休班，有时做
一顿父母爱吃的饭菜。我也会给卧床的妈妈送
一个老人随身听，让舒缓的音乐、优美的歌曲
慰藉她的寂寞。给关心政治、喜欢读书看报的
父亲订上几份报刊杂志，把单位党员学习的书
籍推荐给他，和他聊聊时事，谈谈心得，再时
常采访一下他军旅生涯中的故事，让他感到做
长辈的责任和融入这个时代的幸福感。我加入
金融作家协会后，每每写就的第一稿回忆文
章，都会把字体放大，然后打印出来，让老父
亲过目提意见。我也秉承了老母亲心灵手巧的
光荣传统，买来电动的理发工具，不定时地给
父母修剪头发、修剪指甲，让他们干净利落，
生活得更有质量。

年少时，父母在哪里，哪就是我的家，长
大后，儿女在哪里，哪就是父母的家，我努力
让我的家成为我与父母彼此守望、彼此安心的
地方。“您养我小，我陪伴您老”，这是做儿
女最起码的回馈之理，我要把曾经父母给我的
爱、依靠、温暖加倍偿还给父母。父母在，我
就心安，子女孝，父母颐养天年就不用愁。我
陪父母到地老天荒。

2017年“读敬老书 做敬老事 写敬老文”

有奖征文活动优秀作品选登(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养老、孝
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和“敬老爱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
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
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的指示精
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山东省老龄办启动了2018年山东省“读敬老
书，做敬老事，写敬老文”有奖主题征文和
2018年山东省敬老养老助老公益广告征集活
动。为提高公众参与率，现将两项活动有关内
容介绍如下。

2018年山东省“读敬老书，做敬老

事，写敬老文”有奖主题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读敬老书，做敬老事，写敬
老文”。

具体内容：紧紧围绕读书过程中对尊老敬
老思想的所感所悟，日常尊老敬老行动中的切
身体会，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趣闻轶事等内容
展开，文章要记真情、抒实感。可以记述反映
孝敬自身父母、关爱社会老人的新人新事，可
以展现老有所为、代际和谐的先进事迹，可以
全面展现当代老年人风采，倡导积极老龄化理
念，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传承齐
鲁孝德文化，为促进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征文范围和截止时间：本次征文活动面向
全省开展，截稿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

奖项设置：本次征文活动设一等奖15篇、
二等奖30篇、三等奖60篇、优秀奖若干篇，均
颁发获奖证书，同时给予一、二、三等奖作者
一定物质奖励。另外，主办方将为部署及时、
组织严密、成绩显著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征文要求：文章体裁不限(调研报告、政策
论文、单位经验材料等体裁除外)，题目自拟。
每篇文章字数限2500字以内，主题鲜明突出、
语言生动活泼、紧密联系实际、言之有物、力
戒空话套话。来稿要求保证为本人原创，未在
任何媒体公开发表过、未参加过省以上征文比

赛。每名作者限报2篇作品。投稿采用Word电
子版，直接投稿至各市电子信箱，不接受其他
形式投稿。

通联资料：
省老龄办
联系人：任修东 咨询电话：0531—51771591
邮箱：sdjlzw@163 .com(只接收各市和省直

单位集体报送的稿件,个人稿件请发所在市老龄
办邮箱)

济南市老龄办
联系人：孙 毅 咨询电话：0531—66609391
邮箱：jnllbqyc@163 .com
青岛市老龄办
联系人：王德顺 咨询电话：0532—85912593
邮箱：qdwenhuachu@126 .com
淄博市老龄办
联系人：周道宽 咨询电话：0533—2151199
邮箱：Zbllbxjk@126 .com
枣庄市老龄办
联系人：周永生 咨询电话：0632—8059891
邮箱：LLB118@126 .com
东营市老龄办
联系人：张建国 咨询电话：0546—8951768
邮箱：dyllw1768@163 .com
烟台市老龄办
联系人：刘 丽 咨询电话：0535—6715001
邮箱：ytsllbhdk@163 .com
潍坊市老龄办
联系人：魏伟才 咨询电话：0536—8091095
邮箱：wfllbxjk@163 .com
济宁市老龄办
联系人：赵燕腾 咨询电话：0537—2967319
邮箱：jn2967819@163 .com
泰安市老龄办
联系人：陈 曦 咨询电话：0538—6991210
邮箱：tallbxdk@163 .com
威海市老龄办
联系人：高凌雪 咨询电话：0631—5895139
邮箱：whsllb@163 .com
日照市老龄办

联系人：牟晓丽 咨询电话：0633—8781536
邮箱：rzlaolingban@163 .com
莱芜市老龄办
联系人：刘 生 咨询电话：0634—8890506
邮箱：laiwulaoling@163 .com
临沂市老龄办
联系人：宋超先 咨询电话：0539—8727628
邮箱：lysllb@163 .com
德州市老龄办
联系人：申 宸 咨询电话：0534—2687575
邮箱：Dzllwgz@126 .com
聊城市老龄办
联系人：盛 杨 咨询电话：0635—8262043
邮箱：lcllbgs@163 .com
滨州市老龄办
联系人：刘迎辉 咨询电话：0543—3162663
邮箱：bzllbyx@163 .com
菏泽市老龄办
联系人：时维峰 咨询电话：0530—5310892
邮箱：hezelaolingban@163 .com

2018年山东省敬老养老助老

公益广告征集暨展播活动

作品主题：敬老养老助老。
作品分类及规格要求：本次征集的公益广

告主要有电视、广播和平面设计三大类，主要
技术标准如下：

(1)电视类作品。
视频：高清，分辨率不得低于1280×720

(16：9)或960×720(4：3)，码率不得低于8M/
秒，格式以MP4等主流高清通用格式为主。

动画：需转换为相应视频格式后提交，如
AVI、MP4等视频格式(高清标准参照第一条)。
请勿提交flv等动画格式。

(2)广播类作品。
不低于16位，比特率不低于128kbps，采样

频率不低于22 . 05khz，格式应以MP3、WMA等
主流音频格式为主。

(3)平面设计类作品。
光盘报送作品图片格式为jpg，色彩模式为

RGB，分辨率为72像素/英寸，规格A1(841×
594mm)。电子邮件提交格式为jpg，色彩模式为
RGB ,分辨率为72像素/英寸，规格A4(297×
210mm)，系列作品不超过四幅。评审组委会确
定拟入围作品后，组委会向参评者调取原始数
据文件(分层文件或矢量文件等)，未按时提供者
视为自动放弃入围资格。

奖项设置：拟评选一等奖作品4件，二等奖
作品6件，三等奖作品10件，优秀奖作品若干。
省老龄办将在报送时间截止后，对征集的作品
进行初审，按一、二、三等奖总数的2倍，确定
初选作品，然后组织由相关专家参加的评审
会，投票确定各个奖项。获奖作品作者均颁发
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扶持资金，其中一等奖
电视类作品扶持资金每件10000元，广播类平面
类作品扶持资金每件2000元；二等奖电视类作
品扶持资金每件5000元，广播类平面类作品扶
持资金每件1000元；三等奖电视类作品扶持资
金每件2000元，广播类平面类作品扶持资金每
件500元；优秀奖电视类作品扶持资金每件500
元，广播类平面类作品扶持资金每件200元。获
奖作品将在省老龄办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5个
工作日)，公示期内无异议的，将通知获奖作品
作者。获奖作品作者向省老龄办提供缴税后发
票和银行账号领取奖金，公示期满60日内不来
领取，视为放弃。

参加方式：
(1)参加对象。
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优秀敬老公益广告作

品，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单位、影视制作
机构、高等院校、广告公司及个人均可参加，
鼓励各级老龄部门与电台、电视台、广告公司
联合制作老龄公益广告作品参评。每名作者限
报2篇。一般制作单位限报3篇。

(2)报名方式。
参加本次作品征集活动的单位和人员需认

真填写活动报名表(报名表到省老龄办官网下
载，网址：http://www.sdpca.org.cn)，连同作品
的图音视频光盘、脚本的电子版发送至：
sdsjlgygg@163 .com，邮件标题格式为“2018年山

东省敬老养老助老公益广告征集活动作品—作
者名—作品名”。提交作品文件名称需与参赛
表中的名称保持一致。

(3)报送截止时间。
报送敬老养老助老主题公益广告作品时间

截止2018年8月15日。
获奖作品使用：
(1 )一、二、三等奖作品将在全省各级电

台、电视台、报纸、期刊集中展播。
(2)一、二、三等奖作品将推荐给高铁、航

空、地铁移动电视、电影院线、视频网络、社
会媒介等平台播出。

(3)全部优秀作品将纳入省老龄办优秀公益
广告作品库，供全省各类播出机构下载播出。

(4)全部获奖作品将在老龄系统各级官方网
站、微信平台等展播。

注意事项：
(1)作品总体要求。
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作品必须由作者本人

参与创作(合作作者可联名参加)，作者应确认拥
有其作品的著作权。参加征集活动的作品须未
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公开发表使用
过，且未参加过其他省级以上公益广告征集活
动。报送作品不得含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
的内容。

(2)作品涉权要求。
作者应保证送选作品不会涉及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法律纠纷。
(3)作用使用及出版。
除非特别申明，送选作品可被主办单位无

偿用于与本次征集活动相关的宣传和展播活动；
主办单位拥有将优秀作品出版音像制品权利。

(4)解释及法律责任。
活动规则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凡递交

作品，即视为同意上述法律问题说明并承担违
反上述说明带来的相关责任。

联 系 人：潘思兴
咨询电话：0531—51771591
邮 箱：sdsjlgygg@163 .com

2018年山东省敬老养老助老有奖征文暨公益广告征集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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