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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有了娃，小两口要上

班，孩子谁来照看？请保姆？送托儿

所？最常见的情况是让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帮着照看，可以说老人带娃

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育儿方式在我

国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老人带娃”
已成普遍现象

盛夏的清晨和傍晚，在城市的

公园和绿地，总会有许多推着婴儿

车“遛娃”的老人，他们大多已是花

甲之年，有的已年逾古稀。到了这样

的年纪，原本应该安享晚年，但大多

数的中国老人，会选择帮助子女带

孩子，牺牲自己的晚年生活，让子女

轻松一点。

“妈，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

来帮着带带孩子吧！”去年11月，接

到儿子的电话，刚从工作岗位上退

下来的李银霜赶紧打包好行李，从

四川省仁寿县来到成都市金牛区，

帮儿子带孩子。

另 一 位 老 人 王 朝 方 今 年 65

岁，自大孙子出生后，她就来到成

都帮儿子带孩子，等把大孙子带大

了，以为自己可以回老家休息了，

今年 2 月底，小孙女田田又出生

了，“看来还要熬几年，我才能彻

底闲得下来”。

66岁的姜依华自打知道儿媳怀

孕的消息后，就从山东烟台来到成

都照顾儿子儿媳的生活，去年底小

孙子出生后更是忙得脚不沾地。

像李银霜、王朝方、姜依华这样

因为照顾孙辈从家乡到异地生活的

老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异地生活的

时间会很长，从孙辈出生前包揽所

有家务，到孙辈婴幼儿时期的照顾，

再到孙辈上学后的接送服务，少则

一年半载，多则十几年。

老人帮着照看孙辈，大多是出

于对子女及孙辈的关心和爱。当然，

除了因为带孙辈不得不到异地生活

的老人外，也有很多子女直接将年

幼的孩子送到老人身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6年发

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流动老人

近 1800 万 ，占 全 国 流 动 人 口 的

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

高达43%。而“二孩时代”的来临，让

老人离悠闲的晚年生活更加遥远。

老人也需要
自己的“朋友圈”

带娃累不累？从不少老人那里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大多数带娃老人的年龄

都在 60 岁左右，年纪一大，精力自

然大不如前，一天忙活下来，身心疲

惫自不必说。另外，来到陌生的生活

环境，之前的“朋友圈”都留在了老

家，新的环境，人生地不熟的，想找

人聊聊天都成问题。

“以前在老家，每天除了吃饭

就是散步，日子别提有多悠闲了，

现在来这里帮儿子带孩子，每天

从早忙到晚，感觉自己一下子老

了好几岁。”自 2016 年从宜宾老

家来到成都带孙子后，曹兴琴的

生活变得特别忙，几乎没有自己

的时间和空间。

忙是忙起来了，但心里总觉得

有点孤独。“原来在老家，邻居之间

都相互串门。现在小区里人是不

少，但却都不认识，再加上语言不

通，想找人说句话都难。”曹兴琴告

诉记者。

除了生活上的不适应，来子女

身边带娃的老人还面临许许多多

的难题。比如老人的饮食习惯与子

女不一样，饭菜是要做咸一点还是

淡一点；老人的生活理念与子女不

一致，穿旧的衣服是扔还是不扔；

老人的育儿理念也与子女不同，是

按传统带法还是新的育儿理念……

生活上的不适应，加之与子女之间

的观念冲突，让许许多多老人没有

归属感。

但这些难题，对于已经到成都

生活了 4年的龚朝霞来说都不是事

儿。她告诉记者，周一到周五，儿子

儿媳上班后，小孙子由她领着，等儿

子儿媳下班后，小孙子就由他们全

权接手了，“每天吃了晚餐后，我就

下楼找同龄的伙伴一起散步、跳舞、

聊天。到了周末儿子儿媳双休在家，

我还可以约几个朋友一起来个短期

旅行。”

为了让带娃老人能够更好地享

受温馨的晚年生活，在新环境里重

建同龄的“朋友圈”，各地政府也采

取了不少措施，在社会福利、医疗

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

比如广东省广州市就针对带娃老

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敬老活动，同

时与各地携手推进跨省异地就医

即时结算；内蒙古包头市引导民办

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没落户的

孩子也能入托，为带娃老人减负，

同时社区组织多种文娱活动，提供

文娱场所，方便带娃老人更好地融

入社区生活……

年轻夫妇
别当“甩手爸妈”

“每天的生活白天黑夜都围着

小孙子转，遛娃、喂奶、做辅食、洗

衣服、打扫卫生……每一项都是我

的活儿，晚上孩子还由我领着睡

觉。”说起小孙子出生后自己的日

常生活，一直与儿子一起住的柒开

群确实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希望

他们不上班的时候能主动帮我分

担些家务活儿，给我放个假，让我

能喘口气。”

一些年轻夫妇认为，家里老人

帮着自己带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他们将老人当做保姆使用，自己

则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甩手爸妈”。

在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陈玮看

来，老人并没有义务照看孙辈，不应

该对他们进行“道德绑架”，作为子

女，应该尽力让老人安度晚年。在生

活层面，子女应尽量满足老人物质

上的合理需求，为他们的基本生活

提供保障；在精神层面，子女要帮助

老人培养兴趣爱好，丰富他们的晚

年生活，让他们以积极、健康的心态

度过每一天。

“全国文明家庭”的家庭成员李

婷华认为，隔代教育无法替代亲子

教育，父母才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

任人，年轻夫妇应该亲力亲为，不应

让老人成为带孩子的主力，要把老

人解放出来，让他们安度晚年。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文明，

孝老爱亲、克勤克俭、忠厚传家等传

统美德世代流传。当代的年轻夫妇

们在因为变成“父亲”或“母亲”这样

的新角色手忙脚乱的同时，也不要

忘记还有一个伴随自己更长久的身

份——子女。父母为子女分担照料

孩子的责任，子女也应该承担起身

为子女的责任，给自家老人卸卸担

子、去去烦恼，这样家庭的生活一定

会更美满幸福。

用行动诠释孝道
本报记者 漆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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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第一只公募基金宣告

成立起，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已经走过

了20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公募

基金在坚守初心、代客理财的同时，也

在探索通过公益慈善、回报社会，走出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聚焦教育扶贫
公募基金探索可持续公益之道

（A3版）

四川农村集体经济“三变”
助推乡村振兴

四川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

程中，始终围绕住上好房子、过上好

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四

个好”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

设，加快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

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

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A2版）

本期
导读

2017年，石家庄市开始实施“省

会文化惠民卡——文化一卡通”项目

（以下简称惠民卡）。惠民卡不仅促进

了文化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而且大

大降低了普通百姓欣赏高雅艺术的

门槛，让普通市民也能经常享受到文

化大餐。

家门口的精神粮仓邀你来

（B1版）

将北京奥运会开幕日这一天定

为“全民健身日”，不仅是为了纪念

镌刻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辉煌。其

中蕴含的深长意味，随着第十个全

民健身日的到来，已经有了全新的

答案。

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全民健身属于基石性指标。中国体

育改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之中，全民健身是发展转型的关键

一环。全民健身日设立 10 年来，体

育 的 综 合 价 值 已 经 凝 聚 起 广 泛 共

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联结

起方方面面的“平台作用”日益凸

显。站在新的高度审视全民健身，规

划全民健身，推动全民健身，从整个

国家到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将从中

受益。

全民健身的发展离不开顶层设

计、政策引导，也有自身规律在发挥

作用。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

当人均收入超过 6000 美元时，体育

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大众健身休闲

业的发展。换言之，衣食住行的需求

之上，大众对运动休闲、健康娱乐的

需求自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果说健身与健康之间，有笔

相当划算的“经济账”，那么，运动健

身为生活带来快乐，为人生带来幸

福，为社会带来正能量，这样的“民

心账”“民生账”，更是难以估量。全

民健身推进全民健康，全民健康是

全面小康不可或缺的内容。发展的

逻 辑 赋 予 全 民 健 身 更 具 价 值 的 担

当，也亟待全民健身事业再上层楼。

人民群众对运动健身的需求不

断增长，推动着体育改革向纵深推

进。随着第十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一

系列新举措密集出台。破解“健身去

哪儿”的难题，国家体育总局出台 10

项措施，推动健身场地和设施建到

百姓身边；科学健身是健身过程中

绕不开的话题，“科学健身 18 法”让

人 们 有 了 专 业 的 指 导 和 科 学 的 依

循；创办体育强省、全民健身模范

市、模范县的“三级联创”，为全民健

身工作设立了更有针对性、操作性

更强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树立

问题导向意识，从人民群众所需所

盼出发，全民健身有了更为明确的

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

朋友圈里，“晒晒”马拉松成绩

的已不在少数。近几年跑步运动的

井喷式发展，正是全民健身蓬勃之

势的生动写照。回望 2008 年那个难

忘的夏天，运动的激情早已不止在

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更走进人们的

生活中，这是对奥运精神，奥运财富

最好的继承和发扬。从今天再望向

2022 年，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召

唤，推动着全民健身事业迈向更高

远的目标。

让体育融入生活，让生活更加美

好。全民健身天地开阔，大有作为。

近年来，江西省峡江县全民

健身热情高涨，健身方式不断翻

新，人们用五花八门的健身方式

来点亮健康生活。图为 8 月 8 日

全民健身日当天，峡江县的瑜伽

爱好者们在一家瑜伽馆内练习

空中瑜伽。

陈福平 摄

800多名青年被授予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本报讯（民文）近日，共青团中

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

《关于命名表彰2016—2017年度全国

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和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的决定》，授予中国石油大港油田

公司第三采油厂第六采油作业区地质

师马瑞等40名同志“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标兵”称号，授予中科院自动化所

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研究员王磊等 826 名同志“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称号。

据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接力奋斗，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自去年底开始，联合开展了

2016—2017 年度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标兵）评选活动。经广泛发动、多种方

式择优推荐和严格审核，866名来自各

行各业的优秀青年脱颖而出。

标题新闻

◎卫生健康委：做好

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

接种者跟踪观察和咨询服

务 保护接种者合法权益

◎中科院开展“讲爱

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

题教育活动

◎“纪念中国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全国工

业摄影精品展”开展

◎“第八届书院传统

和未来发展论坛”举办

将传统文化更好融入儿

童教育

◎30 家社会服务机

构签署诚信书

◎第八届残疾人健身

周全国示范活动举行

近年来，不少中国家庭的年轻夫妇因忙于工作，往往将孩子交给老人照看。为了照看孙辈，许多

老人原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而长时间处于“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下，他们也愈发力不从心。

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老人的负担更重了，对于年轻父母来说，对老人身体和心理的关心和照顾不

能缺位，不要让“带孩子”成为老人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关注老人
“带娃焦虑”

让体育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薛 原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

全
民
健
身

8 月 1 日傍晚，一位老人带着孙

女在沙河公园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