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3岁的王维进老人在中国传
统节日重阳节到来之前，刚从儿子就
职的山东博兴县一家民营企业领取了
500元“孝工资”。这份工资由这家企业
直接向员工父母发放，当天有4500名
员工的父母都领到这笔钱。

从2010年就开始领取这笔钱的王
维进说，每个月的15日左右，这家名为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会通过邮
局将500元寄到居住的小区。10月份，
京博控股一共为6500名在岗员工的父
母发放了总计138万元“孝工资”。其
中，还包括部分刚刚到这家公司实习
的非正式员工的父母。

京博控股副总裁李继茂说，“孝”
文化是公司的核心文化之一，“孝工
资”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希
望这个做法让员工的家庭更加和谐，
他们更加注重关爱老人，同时也希望
能给社会传递一个信号，让更多的企
业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
界唯一60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而

且即将达到2亿。现在，老人的赡养问
题是社会中较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老
人的衣食出行尤其是作为生活来源的
养老费用成为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民
生问题。近年来，有关政府部门和民间
对老年人生活越来越关注，并逐渐形
成包括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和家庭赡
养等在内的养老体系。但与养老费用、
养老设施这种“硬环境”逐渐完善相对
应的是，子女对老人的亲近关怀尤其
是在经常陪伴老人等“软环境”方面仍
然缺失。这与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年
轻人异地就业有关。

今年7月从黑龙江到京博控股工
作的刘纪敏说，如果长期在外地工作
无法陪伴父母，会让父母欠缺子女的
陪伴，并产生一种孤独的心理。这是今
年23岁的刘纪敏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外
地工作，从她父母所在的黑龙江齐齐
哈尔市到山东博兴县近1700公里。

刘纪敏曾在3月至5月在京博控股
实习两个月，当时京博控股每月向其
父母汇去200元“孝工资”，这成为父母

支持刘纪敏远赴千里工作的重要原
因。“父母认为这是公司对员工的一种
尊重和对员工家庭的关爱，他们很感
动。”刘纪敏说。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
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说，通过发放“孝工
资”，使员工父母得到一种物质上的帮
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这对于激发员工
积极性比较有好处，“老人也觉得比较
体面”，可谓实现了公司发展与社会和
谐的双赢效果。

随着10月23日重阳节的临近，围
绕孝敬父母的话题正在成为近期网络
舆论热点，一些地方和企业也开展了
向敬老院送爱心、陪护孤寡老人的活
动，一些年轻人也希望能在23日陪伴
父母度过重阳节。

专家说，不仅是这一天，年轻人在
平时也应该注意多和父母沟通，加强感
情交流。企业也需要更加注重员工的家
庭关怀，创造类似发放“孝工资”甚至专
门安排“孝敬日”等方式，让孝文化走得
更远。 (据新华社济南10月21日电)

□见习记者 谢宇

10月21日，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市市中
区郎茂山路的幸福家园老年公寓。这里容
纳了130多位老人，其中不同程度的“失智
老人”有四五十位，占了总数的1/3。

院长相珊妮告诉记者，失智症就是
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在幸福家园老
年公寓里情况特别不好的、生活基本完
全不能自理的“失智老人”有十来位。

记者在一个房间见到了今年85岁
的“阿香”，老人看上去精神很好、腿脚
也挺利索，跟别的老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的地方。老年公寓的护理部主任李娜告
诉记者，“阿香”经常捣腾自己的几件东
西，趁护工不注意悄悄打包拿着东西要
跑，“有时候闹得厉害，我们只好把大门
锁上，怕她偷偷跑出去了会有危险。”家
人送来的东西，“阿香”也都藏着，舍不
得吃也舍不得扔，一个包子都能放好几
天，被护工发现的时候都馊了，她还不
准人扔。

在另一个房间里，75岁的“玉姐”把
床上的毯子揪成一团，护工一边给她收
拾，一边开着玩笑半怒半嗔地调侃她：

“哎呀，最烦的就是你了！”“您叫什么
呀？”面对记者的发问，“玉姐”显得很迷
茫。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歪着头呆呆地坐
在椅子上，有时又突然拍起手来，把屋
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李娜告诉记者，“玉姐”今天的表现
已经算是“很乖”了，她平时经常坐着把
脚蹬到椅子上去，不停拍手，还不停扭
动。老人来公寓时间不到一年，已经弄
坏了3张椅子，现在坐着的这张是老人
的儿子花了三四百块钱新买的。护工还
在椅子把上横绑了一跟布条，防止老人
从椅子上掉下去发生意外。

护工告诉记者，“玉姐”的记忆力衰
退得很厉害，有时零星地想起一些年轻
时候的片段，以为自己还在过去的岁月
里，便手舞足蹈、大喊大叫起来。“家里
的人她都不认识了，唯一记得的是两个
儿子的名字。”

记者在老年公寓看到，陆陆续续有人
来看望老人，有些老人的孩子来看一眼匆
匆放下东西就走了，老人挽着孩子恋恋不
舍地送到公寓门口，再一个人落寞地走回
来。一位护工告诉记者，因为平时工作都
很忙，老人的孩子通常是什么时候有空就
过来看看，“虽然今儿是周末，但过来提前
给老人过节的几乎没有”。

相珊妮介绍说，逢年过节他们都会
给老人的食谱换换花样、加点菜，重阳节
那天准备煮饺子给老人过节。“然而再好
不如家里好，虽然我们的员工尽心尽力
地照顾，但毕竟没有办法代替家人。很多
老人虽然小脑萎缩分不清楚人，但老人
看到亲人时的那种表情跟看到我们的表
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老人看到其他
老人的孩子来看望，脸上掩饰不住羡慕
的神情，却只能躲在一边看，我们见着也
很心酸。”相珊妮说，“在重阳节这个属于
老人的节日里，如果有空的话，希望老人
的孩子们能把他们接回家过个节。”

(文中老人名字均为化名)

生活日报10月21日讯 (记者 薛良诚)21日，千
佛山重阳山会进入第二天。当天天气晴好又恰逢周
末，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赶山会，甚至还有不少德州、泰
安等地的游客也慕名前来。根据景区客流量统计，21
日当天，吸引了4万人逛山会，较前一天又略有增加。

21日一大早，千佛山正门口买票的游客就开始排
队，为应对客流高峰，所有售票、检票窗口都全部打
开。“今天的客流比昨天明显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正门入口处，舞狮表演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而附近的非遗展位前人气也颇高，多位民间艺术家在
这里现场展示绝活。据说这些民间艺人个个身怀绝
技，都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传承人。

“我基本年年都来山会，感觉今年山会的‘山’味
儿比往年有进步！”78岁的王福科老人告诉记者，其
实，很多东西市面上都能随便买得到，赶山会就是图
个热闹、新鲜！

山会上，山货、土特产琳琳琅满目，美食小吃也飘着
诱人的味道，还有精彩的曲艺、绝活展示，“看点”可谓
一个接一个，让人目不暇接。虽然热情的摊贩们卖力
地向游客推销起自己的产品，只可惜看的多，买的少。

“客流量太大，生意都‘挤’没了。”一位商贩开玩笑说。
和首日相比，当天的上山主道上更加拥堵，“赶

会”成了“赶路”。尤其是上午10点左右，山会迎来一
波客流高峰。大家只能随着人流不由自主地往前挤，
几乎没有驻足停留的机会，即使看到感兴趣的摊位，
也根本“刹”不住脚。因为人群“流动”的速度慢下来，
后面的人就开始催起来。买的着急，卖的也急。不少商
贩们抱怨说：人气低不好，没想到客流量太大也是麻
烦事，这“赶会”成了“赶路”了……记者注意到，一些
游客眼看挤不动，干脆抄小道上山，错开最拥堵路段。

山会上什么最受欢迎？记者发现，山货、土特产最
抢手。在一处不起眼的酥脆杂粮果摊前，摊主告诉记
者，一天下来能卖出去三四百斤。很多顾客表示，吃杂
粮果图的是新鲜，重温儿时的记忆。到中午时分，位于
山道东侧的一处拉面摊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老板娘
告诉记者，一个中午下来，卖个三四百碗不成问题。

在游客中心广场附近，记者看到，一台移动警务
车停在了会场旁边。据景区负责人介绍，随着景区客
流激增，历下区公安分局出动了移动警务室“开进”山
会现场，方便游客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报警，进行实时
监控。与此同时，公安部门还为山会增派了100余名
警力，全力保障游客游园安全。

10月23日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民俗
专家表示，重阳节在唐朝时正式成为节日，至今已有
千余年历史。

天津社科院王来华教授介绍说，重阳节是在农历
九月九日，日月逢九，双九相重，所以称“重九”。《易
经》以九为阳数，两阳相重，故名“重阳”。古人认为这
一天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古时重阳节的习俗较多，主要有登高游玩、赏菊
饮酒、插茱萸、吃重阳糕等。因此，重阳节又称“茱萸
节”“菊花节”“登高节”。虽然称谓不同，但平安和谐，
生命长久和健康长寿的核心文化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王来华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人们又赋予
了重阳节新的文化内涵。由于“九”与“久”谐音，是长
寿的象征，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后经
倡议，1989年我国政府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又称

“敬老节”，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孝老的节日。
(据新华社)

10月21日，济南市纬十路小学二年级一班的孩
子们来到了宣慈居老年公寓看望这里的爷爷奶奶们。
全班师生凑了700多元，用这些钱购买了食用油、大
米、面粉等食品作为重阳节节日礼物送到老人手中。
同学们还制作了手工艺品送给老人，并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现场表演。

记者 沈玉杰 通讯员 林梦婷 谭可梁 摄
影报道

4万人上千佛山，人气真旺
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山会上最受欢迎的是山货土特产

娃娃们走进老年公寓

■小资料

重阳节已有千余年历史

别人的孩子来了，他们一脸羡慕
“失智老人”盼亲情，老年公寓负责人称该接他们回家过个节

民企为员工父母发“孝工资”
老龄化背景下“孝慈善”更加受重视

▲10月21日临近中午时分，济南千佛山重阳山会的一处面摊前等待吃面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记者 薛良诚 摄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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