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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每年冬天坚持做棉鞋
通过社区给孤寡老人

“快要过年了，趁这几天再多
织几双，他们就不会冻脚了。”1
月 17 日，记者走进出租屋时，老
人正在织棉鞋。出租屋不大，鞋
柜里整齐摆放着各式手织的棉
鞋，颜色多样，款式丰富。

平日里，李文清老人要照顾
一家人起居，还要接送外孙，空
闲时间不多。但为什么还要见缝
插针给孤寡老人织棉鞋？

说 起 自 己 的 初 衷 ， 老 人 直

言，刚到宁波那几年，人生地不
熟，待在家里特别无聊，就想着
织棉鞋打发时间。棉鞋越做越
多，有的自己穿，有的送给邻里
街坊，但“库存”还是很多。她
和老伴琢磨着，把棉鞋送给需要
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社区孤
寡老人。“这些老人没有子女在身
边，有棉鞋穿就不会冻脚了。”从
2013 年开始，她每年都会亲手织
棉鞋送给孤寡老人。

4年来，她一直坚持织棉鞋送
人，也算弥补自己内心的一个遗
憾，想让这些老人穿上舒舒服服

的棉鞋。这个遗憾，要从二十多
年前的那个冬天说起。当时，李
文清生活在湖北黄冈的农村，生
活窘迫。母亲卧病在床，唯一一
双棉鞋已经破旧不堪。李文清很
心疼，她想给母亲买双新棉鞋，
结果跑遍整个村庄都没着落。

“那时候家里一年收成只够全
家人吃喝，根本没有闲钱买鞋。
加上物资匮乏，哪怕凑够了钱都
买不到。”老人说，“直到母亲去
世，她都没有穿上一双像样的棉
鞋。”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她心
里，“如果那时自己会这门手艺，
母亲就能穿上暖和的新棉鞋了。”

许多敬老院老人
一直想当面说声谢谢

很多社区工作者只知道城兴
社区有个“棉鞋奶奶”，但不知

“棉鞋奶奶”究竟是谁。
2013 年冬天，李文清第一次

和居委会取得联系。老伴替她跑
腿，找到负责志愿者工作的社工
林洁，说家里有 30 双棉鞋，想送
给有需要的孤寡老人。第二天一
早，两大袋棉鞋就送到了居委
会。2014 年冬天，老人又送来了
30双棉鞋。

社区工作人员说，老人每年
冬天都会送来一批棉鞋，4年来从
没有间断过。前几天，城兴社区
工作人员将一面写有“爱心无限
情暖人心”的锦旗送到老人手
中，感谢她多年来的默默付出。

“年纪越来越大，眼神也不好
使了，现在速度越来越慢。”但李
文清说，只要有人愿意穿，她会
一直做下去。 据《现代金报》

宁波“棉鞋奶奶”4年织200多双棉鞋送孤寡老人

只要有人愿意穿 就会一直做下去

在浙江宁波鄞州城兴社区，“棉鞋奶奶”的称号家
喻户晓，但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

这位66岁的老人是李文清，6年前，她和老伴来到
宁波，住进女儿家。闲暇之余，老人喜欢编织棉鞋。4
年来，她亲手编织了200多双棉鞋，温暖了很多孤寡老
人的心。虽然年纪大了，眼睛花了，但老人说：“只要
有人愿意穿，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过年阖家团圆才是最美的一
幕。虽然很多企业已经按照国家法
定节假日放假，但是有些外企就不
是如此了。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得
知河北唐山李新（化名）的一段遭
遇，让人觉得既心酸又无奈。

在异地工作的李新，已经两年
多没能回家看望父母了。为了能回
家看一眼，他不惜主动要求父母把
自己告上法庭，最终拿着法院的判
决才请了假、回了家、看了爹妈。

为了让儿子回家
父母与其对簿公堂

李新是家中的独子，大学毕业
后，在距离老家千里之外的浙江某
地一家外企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公司的休假是按照其国家的法定
假期来安排，这让李新很为难。由
于当地到老家之间的交通不便，路
上单程就要花掉 20 多个小时，而
公司又有很严格的请假制度，李新
又不想丢了这份工作，就只能先放
弃回家探亲。时间越久，工作越

忙，请假也越难。在随后的两年多
时间里，李新一直没机会回家。

此时，他无意中得知，2013
年实施的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中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
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
庭成员应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

李新觉得既然这是法律规定，
那自己就有了回家看父母的义务。
思前想后，他决定让父母去法院告
自己。虽然很不情愿跟自己的儿子
对簿公堂，但思儿心切的老两口还
是咬牙递交了一纸诉状。最终，法
院判决李新每年回家看望父母不少
于五天。拿到判决后，李新向公司
提出休假申请，终如愿以偿。

“常回家看看”入法
应完善精神慰藉标准

据了解，1996 年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就已经明确，赡养人应当履
行对老人精神慰藉的义务。但是，
精神慰藉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却一直

都没有清晰界定，这也导致老年人
关于精神慰藉的诉求常常遭遇困
境。2013年7月1日，修改后的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对于

“常回家看看”入法，社会评价褒
贬不一，期望高低也不同。

那么，实践中易沦为一纸空文
的“常回家看看”为何还要写入法
律呢？“‘常回家看看’入法不是

‘一时兴起’，而是我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落实子女
对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必然
结果。”在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胡宏伟解释说。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出

“常回家看看”，本质上是对老年人
享有精神慰藉权利内容的解释。他
同时指出，“常回家看看”应当坚
持和完善。通过法律来解决道德问
题，实际上，更多是看重法律的导
向意义，“常回家看看”的意义正
在于此。“该法条如果执行得好，
法律会强化道德、支撑道德。”胡
宏伟说。 据新华网

“常回家”太难 竟让父母把自己告上法庭

河北一男子拿判决书请假
春节后，29岁的浙江杭州小伙否否就要乔迁新

居了——一辆自己改造的大巴房车。这个在法国留过
学、搞艺术的男人干了很多在他人看来疯狂的事：父
母给他买了100平方米的房子，他偷偷卖了，卖房子
的钱用来创业。还买了一辆闲置但还没报废的大巴
车，花了20万元精心改造，打算把家安在车里。他
还给这次行动取了个名字——“黄色大巴”计划。

在否否“造否”工作室门口的停车场，一眼就能
看到这辆“黄色大巴”。否否偏爱热情青春的黄色，
与外观一样，大巴内部主色调也是亮黄色。大巴内部
有敞开式厨房，工作台和卧室。拉开窗帘，一侧是否
否的工作室，另一侧是层层叠叠的茶山，满眼苍翠。

据悉，否否2010年前往法国留学，进修当代艺
术。2013年回国创办工作室。在此期间，他萌生了
要做一个年轻艺术家聚集部落的想法。2015年，否
否找到了位于留下街杨家牌楼的一处厂房，2400平
方米左右的空间，隔出了十个工作间，现在基本都有
艺术家进驻了。否否的工作室，就位于这里。

其实，否否本来是可以住上大房子的。2013 年
底，否否的父母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首付
100万元左右，每个月要还近4000元的房贷。2015年
6月，为了不做房奴，否否瞒着父母把房子卖了，卖
了房子的钱除了改造房车外，他大部分都拿去做了创
业项目。好在，否否的父母对于这个决定，更多的是
理解。 晚综

杭州一小伙拒绝做房奴

把家安在改装大巴车里

高三“质检考”被指泄题
福建教育厅深夜叫停考试

日前，2017 年福建省普通高中毕业班质量检查
（单科）考试（以下简称“质检考”）在被指有多科
疑似泄题后，福建省教育厅于1月17日晚紧急通知，
1月18日高三省质检考暂停，英语、历史、生物试卷
不启用，由各校安排复习讲评等教学活动。

1月16日18时43分，自称福建高三理科生的网
友“咸鱼主办安安”发布微博称，1月17日举行的数
学、化学考试还未开考，但试题已在作弊群里传
播，“不想看着自己的努力被别人的作弊超越……我
们不服，请有关部门重视。”该网友同时发布多张图
片，其中几张疑似2017年福建质检考数学化学两科
试卷，并附有作弊群中的对话截屏。1月17日，记者
向多名福建高三考生求证，均被告知此前流传的数学
试题为真卷。随后，记者发现多个“福建质检交流（助
攻） ”群，均以“交流”为幌子，吸引大量考生进
群，然后明目张胆地标价卖题卖答案。

1月18日中午，福建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回应记
者，暂停毕业班质检考试的通知确系福建教育厅所
发，考题泄露一事也属实。“1月17日我们就向公安
部门报了案，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后续情况尚
在进展中”。

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陈祥贞告诉记者，
“此事正在处理中，案情不便透露。” 晚综

““棉鞋奶奶棉鞋奶奶””每年坚持做棉鞋每年坚持做棉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