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亲子关系上，社会学指
出有两种亲子关系，即子女对
父母的尊亲子关系（也称为对
上的亲子关系）、父母对子女
的卑亲子关系（也称为对下的
亲子关系），目前在处理这两
种亲子关系上存在一些误区。

新家、原家怎么排位？

对于已婚的成年子女来
说，怎么摆对她的原生家庭，
即父母的家庭和自己的新生
家庭的关系，这是一道已婚
成年子女的必考题。按照传
统农业社会孝道的核心家庭
道德观，新生家庭的成年子
女必须是原生家庭第一，自
己结婚建立的新生家庭第
二。这是成年已婚子女难
以做到的。父母爱子女，子
女爱父母。在有社会保障
的条件下，青、中、老、耄每
一代人爱的立足点都应是
自 己 的 伴 侣 和 未 成 年 子
女。已婚成年子女不能把
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位

置搞颠倒了。张梅首先爱
的是自己的新生家庭的伴
侣和子女，其次是关心原生
家庭的父母，她的做法无需
自责。值得称道的是张梅
的母亲全副精力照料丈夫，
堪称模范妻子。

爱情、亲情怎么排位？

当老年人的爱情和对子
女的亲情发生矛盾时，如何
摆正爱情和亲情的关系？在
子女理解支持的前提下，当
然是爱情第一，亲情第二，亲
情要服从爱情。第一第二的
感情位置摆对了，黄女士才
会既有美好爱情，也有温暖
亲情。但现实中，很多单身
老人囿于子女的看法，凡事
都要看子女的脸色，不敢跨
出勇敢追求的一步。这让他
们常常把亲情置于首位，而
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如
此一来，“苦果”只能由黄女
士品尝了。（作者系本报特约
评论员，老龄问题专家）

迷惘的亲子关系
郝麦收

不想被子女“指责”
老人黄昏恋“静悄悄”

69 岁的黄女士自从 5
年前丧偶后，就和儿子一家
三口共同生活在一起。刚
丧偶时，由于孙子还小，黄
女士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到
了帮带孙子上。在忙忙碌
碌的日子里，黄女士的生活
倒也充实，她从未想过再找
老伴的事。儿子也曾明确
表态，“妈，我爸走了，你就
跟我们过，老房子租出去，
租金您拿着。”有了儿子的
这句话，虽然老伴离去了，
但黄女士在经济上并不短
缺，生活得自由又体面。虽
然有老姐妹不时给她介绍
另一半，但黄女士从未动
心，理由是“儿子不同意”。

黄女士与孔先生是在
一个微信群里相识的。有
一次，黄女士和群友们一起
外出游玩时，这位大他一
岁、同是丧偶的孔先生向她
伸出了橄榄枝。一路上，孔
先生陪着黄女士聊天、吃
饭，走累了，还帮黄女士拎
包拿东西。在十几个人的
队伍里，两人虽然彼此有
意，但却仅限于和大家一起
出游时才有机会相处。孔
先生曾单独邀约黄女士，但
黄女士却从未答应对方。
两人的相处每次都要在“众
多灯泡”的映衬下才能聊几
句。当众人看出孔先生有
意后，纷纷撮合两位继续

“向前进”。

孔先生是退休教师，为
人谦和有礼貌，子女也支持
父亲找老伴。然而，面对眼
前这位各方面都很中意的
孔先生，黄女士却犹豫不
决，“老孔人很好，我也愿意
和他处，但我很为难。我曾
答应过儿子不再找老伴，这
要让儿子知道了，我可怎么
面对？”

就这样，她和孔先生本
着“恋人之下、朋友之上”的关
系相处了一年后，最终还是分
手了。孔先生为两人相处一
直在努力，奈何黄女士担心过
不了儿子那一关，迟迟不敢向
前。孔先生只得作罢。

这段“静悄悄”的黄昏
恋，黄女士和谁也没提起
过，儿子自然什么都不知
道。然而，其中的酸楚只有
黄女士自己知晓。

病情加重
瞒着儿女准备后事

53 岁 的 张 梅 三 年 前
“送”走了父亲，然而这件事
却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
每每想起就不能自已。张
梅 的 父 亲 患 有 脑 血 栓 多
年。由于母亲一直在父亲
身旁照料，近十年来，父亲
的病情控制得很好，这让张
梅和弟弟可以后顾无忧地
忙工作生活，只是到了周末
或 节 假 日 才 回 家 看 望 父
母。然而三年前的一天，母
亲突然把张梅和弟弟叫到
身边，告诉了他们兄妹二人
父亲的真实病情，并让他们

做 好“父 亲 不 行 了 ”的 准
备。原来，父亲的病情加
重，出现了意识障碍、昏睡
的状况，偶尔清醒时，肢体
瘫痪的程度也日益严重。
母亲感觉事情不妙，就找到
了主治医生。在充分了解
了病情的发展走向和各种
可能的状况后，医生认为

“时日不多”。然而母亲却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张
梅和弟弟，而是在做了各种
医疗准备、后事准备后，才

“通知”两个孩子。
原来，自从父亲患病

后，母亲为了不影响两个孩
子的生活和工作，很少张口
请求帮助，寻医问药、照顾
父亲的事几乎全都是母亲
一个人搞定。偶尔忙得不
可开交时，张梅的小姨和姨
父成了母亲最亲近的人。

“小姨和我妈家住在一个小
区，有事她们都互相照应，
比找我和我弟都好使。”也
许是习惯了有小姨帮忙，张
梅和弟弟对家里的事显得

“有些不上心”。
张梅属于晚婚晚育。

50 岁的她，儿子还在上初
中，正是最累的时候，再加
上单位抓得紧，很少有大块
的时间“操心父母”。母亲
也是心疼她，遇事尽量自己
解决，为的是不给她“添麻
烦”。但这次父亲离世还是
让张梅倍感后悔，“我对父
母付出的太少了，一想起来
就觉得遗憾。”

记者 王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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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

“遇事不愿和子女说实
话”的案例在生活中屡见不
鲜。每个案例都反映了老人
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对子女隐
瞒真相的复杂心态。无论哪
一种，看得出每个家庭背后
都有各自的难言之隐。然而
细品之后不难发觉：有的是
恐惧担忧所致；有的则是成
熟理智后的决定。

黄女士在老伴去世后，
离开了自己的住处，来到儿
子儿媳家，客观上“交出”了
户主的位置。再加上她头脑
里一直存有“夫死从子”的老
观念，所以她面对爱情表现
出的“担忧”也就不足为奇
了，但她内心对爱情的渴望
却是切实存在的。遗憾的
是，儿子对此毫不知情。

生活中不难发现有这样
一种现象，当人老了，身体机
能下降，原本再自信、强势的
人也会变得柔弱起来，尤其

是老夫老妻如有一方去世，
在世的一方无论是心理还是
身体，都更容易陷入无助。这
就要求做儿女的，要有一颗敏
锐又细腻的心，及时发觉父母
在行为或心理上的异常，及时
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

孝顺子女也分不同层
级，最高级的孝顺，是不等父
母开口，就能察觉出他们的需
求，并立即付诸行动；次一级
的孝顺，则是在父母开口后，
积极回应并付诸实践；而最
低层次的，常常忽视父母的需
求，父母不说，子女也不问，看
似安好实则父母处于风险中，
等出了问题子女才自责反省。

尽管大多数子女可能无
法达到最高层级的孝顺，但爱
老无止境，孝敬无上限。愿天
下儿女都能“不等父母开口，
就能察觉出他们的需求，并立
即付诸行动”，让老人无忧，让
自己无憾。 王丽洁

让老人无忧，让自己无憾

这些“心事”，你为何不愿给子女说……

一段时间以来，青春期孩子封闭自己，遇到
难事不与父母言说，导致父母不能掌握全面情况
而错失挽救孩子于危险中的新闻常常见诸媒
体。事实上，不光是青春期的孩子，一些老年人，
当年岁渐长，从“一家之主”变为“被照顾者”后，
遇到难事也常常“不敢”和子女说实话，而是独自
承受、默默忍耐……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种现
象在老年群体中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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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 蜂蜜 特价

电话：186-1519-3097（各地免费送货）

野生刺参7斤999 野生蜂蜜12斤299
1、烟台高档野生即食刺参:5 年以上

壮年参，肥美新鲜。今天333元/斤，3斤送
4 斤，7 斤 999 元，本周特惠“买 6 斤送 9
斤”，15斤1998元吃半年。

2、大连深海野生鲜食刺参：鲜食海参比
其它海参营养保存更完整，口感更好，现买2
斤送2斤，共1099元。本周更推出“买4斤
送5斤”特惠，9斤只需1998元，吃半年。

3、大连纯野生淡干刺参:刺好、筋粗、
肉厚，涨发 12斤以上，两种原价一斤 2399
元、2899元，现买1斤送1斤，都是回头客。

4、高档沂蒙山野生成熟蜂蜜:纯天然，
不勾兑，香甜可口，滋补佳品，75元/斤，特
惠买5斤送5斤，10斤299元，加送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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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本报所选部
分稿件、图片作
者姓名及地址
不详，敬请相关
作者与本报编
辑部联系，以便
寄送稿酬。

转让
● 转 让 大

金鹿自行车200
元 。 电 话 ：
15264208621

● 转 让 全
自动升降坐便
椅、轮椅。电话：
13001685737

● 转 让 全
新 88 键电子琴
280 元。电话：
13210125167

● 转 让 拔
罐器 20 元；9 成
新电饭锅30元；
全新不锈钢保
温壶40元；单人
竹凉席40元；塑
胶拼图 36 块地
垫20元。电话：
13370886272

● 转 让 26
自行车、全新电
蒸 煮饭盒。电
话：13206393668

● 转 让 不
锈钢绞肉机、电
风扇、不锈钢蒸
锅、毛毯、被套、
体重秤、床品八
件套、暖风机、毛
线、轮椅、布料、
麻将、鸭绒背心、
毛巾被、麦饭石
锅 。 电 话 ：
19953285004

● 转 让 全
新坐便椅。电
话：18562769378

● 转 让 澳
柯玛全新饮水
机、管子钳等。
电 话 ：
13153273472

求购
● 求 购 轮

椅 。 电 话 ：
0532-82802898

● 求 购 三
人沙发，8-9 成
新 。 电 话 ：
0532-83911836

● 求 购 缝
纫 机 。 电 话 ：
17561942839

● 求 购 冰
柜 。 电 话 ：
13310672857

奋 斗 是 最 亮 丽 的 底
色 ，行 动 是 最 有 效 的 磨
砺。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
李沧区税务局的刘荣涓，
从 1989 年迈入税务大门，
不但成为多面手，还带出
了纪律严明、团结向上的
务实团队。为做好细致复
杂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工
作，她曾连续两个月鏖战
至深夜，让团队成员轮休，
自 己 却 一 天 不 曾 离 岗 。
2023年顺利完成清算项目
11 个，清算税款 10 亿余

元。多年来，个人获嘉奖
10次、三等功2次、先进个
人等多次。

纳税人的“急难愁盼”
是她的深情牵挂。早在
2014年她就发现安置房办
证问题困扰着回迁居民，
心里想着“能为居民做点
什么？”于是“移动办税进
社区”在全市首推出炉，相

应党建品牌应运而生，她
带领团队主动联合不动产
交易中心、社区等，连续
11年走进29个社区，帮助
近 3万户回迁居民完成办
证业务。

深 耕 本 职 工 作 她 还
心系公益，积极参与“希
望工程”结对助学、主动
融入“希望小屋”爱心捐

款、救助贫困家庭、为特
殊人群解难题、照顾“一
念·日善堂”老人、给失独
者添衣送温暖……在她
的发起带动下，“税务蓝”
青年志愿服务队成为拥
有 200 多 名 志 愿 者 的 团
队，开展各类公益慈善、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上 百 次 。
多年来，她见证了李沧税
务的成长发展，也描绘了
一幅幅“税务蓝”+“志愿
红”的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刘荣涓：做躬身服务的“贴心人”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