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新華社12日電 在中秋節這個團圓的日子，杭州濱江
的白金海岸小區，一對特殊的「母女」——「最美媽媽」
吳菊萍和墜樓女孩妞妞約好回家團圓。妞妞出事後，這對
母女從未離開醫院，這個中秋是她們第一次回家。
8時左右，在徵得浙二醫院同意後，妞妞在爸爸媽媽的

陪伴下「請假」回家過中秋。而在經歷了墜樓事故發生73
天的異地治療後，已具備出院條件的「最美媽媽」吳菊萍
來到妞妞家中探望。
7月2日，兩歲女童妞妞從10樓突然墜落。吳菊萍，這位

還在哺乳期的媽媽奮不顧身地衝上去，用左手硬生生接了
她一下，然後連同孩子一起倒在地上。經過兩個多月的治
療，左臂粉碎性骨折的吳菊萍傷勢恢復穩定，而妞妞也從
生死線上掙扎後奇跡康復。
在中秋佳節再一次抱起妞妞，吳菊萍感到特別欣慰。

「現在看 她又能走又能跳的，我覺得非常欣慰，大家的
祝福和關心真的讓它變成一個奇跡。」

「最美媽媽」墜樓女孩
中秋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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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福利院伴老人度中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中秋節(12日)上午，在北京市委書記劉淇陪
同下，前往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看望老年人，並向
全國的老年人致以中秋節的祝福。溫家寶說，中秋月
圓的時候，每逢佳節倍思親，也會想起住在敬老院的
老人們。溫家寶強調，尊老愛老要蔚成風氣。
昨日中秋佳節一早，溫家寶乘車到北京市第一社

會福利院看望那裡的老年人。到福利院後，溫家寶
首先聽取了福利院負責人的介紹，溫家寶十分關注
老年人事業，不停地詳細詢問老人們在那裡生活的
方方面面。
溫家寶來到老年人活動區，先後到棋牌室、電腦

室、閱覽室、乒乓球室、書畫室看望在那裡活動的

老年人們。每到一個房間，溫總理都主動上前和老
人們握手問候，親切交談，詢問大家的生活情況。

看望大學時代師母
隨後，溫家寶來到了老人們的起居室。陳德嫻老

人表示，她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彈鋼琴，聊 聊
，老人彈奏了《勘探隊之歌》，這就是溫總理當年

在地質學院上學時的校歌。溫總理不由的隨 歌聲
唱起來。
溫家寶還特地看望他大學時的師母，著名的構造地

質學家、原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馬杏垣院士的夫人沈
荃老人。馬杏垣院士不僅是溫總理大學時的老師，同
時也是溫總理南開中學的老學長。溫總理坐在沈老旁

邊，緊緊握 沈老的手，傾聽者老人的囑託。

贈老人「頤養天年」四字
溫家寶又在書畫室寫下「頤養天年」四個大字，

表達對老人們的美好祝福。溫家寶說：「尊老愛老
是我們民族的傳統，也是良好的社會風尚。過節的
時候看望你們，我心裡格外高興。看見老人們在這
裡生活的這麼愉快，我感到欣慰。我衷心祝願大家
頤養天年，健康長壽！」
據悉，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成立於1988年，主

要接收國家優撫、需要照料的離、退休老人和老年
病患者。目前有1100張床位，其中有600位老人是需
要照顧的老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師母沈荃親切交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獨在

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昨日適逢中

國傳統節日中秋佳節，內地網站調查顯示，近

八成人認為中秋意味 一家團圓，但同時又有

約六成職場人表示中秋不能回家陪父母。事實

上，在這本該閤家團圓、幸福美滿的中秋節，

內地很多人家正品嚐 「對影少一人」的寂

寞。隨 「80後」「90後」獨生子女異地求學、

工作等，以往傳統意義上的「空巢老人」現

象，正逼近一些城市的中年家庭，「空巢現象」

正從老年蔓延至中年。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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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兒女難陪「空巢」蔓延中年
近6成在職人士未回家 路程遙遠成主因

中秋佳節，舉家團圓，是昨日各地最熱門的話題。不
少網友留言感慨自己今年不能陪父母過中秋的無

奈。很多網友說：「已經不知道這是第幾個不在家過的中
秋了！」
在中秋這一舉家團圓的日子裡，究竟多少職場人能與父

母團聚呢？智聯招聘網站針對職場人士的一項網絡調查顯
示，58.1%的人表示中秋節不能回家陪父母。獨生子女人
群中有56.5%不能回家與父母一起過節，這就意味 今年
中秋至少有近六成家庭會出現「空巢」的狀態。調查還顯
示，近5年內，有32.6%的職場人從來都沒有與父母一起過
中秋節，其中以26至30歲的年輕人最多。

傳統養老模式改變
為何中秋佳節不能回家陪伴父母？44.4%的被調查網友

認為路程遙遠、太耗精力。有網友感慨，儘管回家的路已
經不斷提速，但假期太短、出行人流量大，「幸福變成了
折騰，父母都不願意」。
此外，家庭人數減少也是造成「空巢現象」的原因之

一。自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城市中湧現出一大批父母
與孩子組成的兩代人家庭，並且獨生子女家庭越來越多，
每戶的平均規模明顯縮小。以南京市為例，1982年，平均
每戶家庭人數為3.74人；至2010年，則降至2.77人。南京
市統計局有關人士表示，家庭規模縮小表明，年輕人婚後
獨立居住越來越普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逐漸減少。
據調查，目前內地城市中「空巢家庭」佔整個中老年人

家庭的40%，而「中年空巢」的比例也開始多了起來。有
內地媒體引述專家分析指，目前內地城鎮家庭進入「中年
空巢」期的平均年齡通常為45歲至47歲，提前近15年進入
「空巢期」。人口專家預測，在獨生子女婚育期的到來、城
市化進程的加快、住房條件的改善以及人們觀念的改變等
背景下，內地「中年空巢」現象將普遍化。

網友共享「E中秋」
儘管中秋節不能一家團圓，但內地大量網友還是透過互

聯網，與遠方親朋共享快樂的「E中秋」。上海市政協常
委、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殷嘯虎向媒體表
示，網絡寄祝福、傳相思的方式，符合現代社會的特徵，
是一種比較現實可行的表達思念之情的方式。
民俗文化專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田兆元向媒體指出，

現代人有了更多高科技的輔助，可以通過網絡和通訊設備
進行交流，大大增進了人與人交流的方式。但不管網絡多
麼便利，卻始終代替不了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他建
議，即使是因為各種原因回不了家，也應該多走出門，和
友人相邀相聚，這樣也會讓人與人之間留住更多真真切切
的幸福。」

廣州50網友月餅贈露宿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道，周日晚，廣

青啟智服務總隊關懷露宿者分隊的50多位志願者，在
廣州街頭開展了「燃點愛心，關懷露宿者」活動。他
們帶 精心準備的月餅、衣服等走上廣州街頭，尋找
露宿者，向他們送上一份節日禮物，也為他們帶去一
份驚喜。
本次活動的負責人網友「amy_敏敏敏」表示，該

活動自9月4日開始在論壇和微博發佈活動通知，並且
招募志願者，短短6天時間已有50多位志願者報名參
加活動。是這次活動中年齡最小的志願者─19歲的
大學生「紀恨」表示，他來自河南農村，家境貧窮，
自己正是得到了社會的資助才能上大學，自己是帶
一顆感恩的心來參加活動的。他買不起昂貴的月餅和
衣物，但他希望通過交流讓他們感到並不孤獨。

醫護義工陪伴 小伊伊樂過中秋
據新華網12日電 「中

秋節快樂，祝小伊伊早日
康復！」12日，小伊伊的
治療組醫生、小兒骨科當
班護士和志願者與小伊伊
一起歡度中秋節。
小伊伊自8月22日中午

從溫州醫學院附屬第二醫
院轉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
院附屬新華醫院小兒骨科
繼續醫療後，由十多位專
家組成的治療工作組進行

了多次全院大會診，制定最佳手術計劃。目前已成功
進行了6次清創。在第三次清創後，整形外科主任歐
陽天祥為小伊伊的左大腿創面區進行了植皮，目前已
經完全成活，右腿供體區的創面恢復良好。

逾90%創面閉合
負責小伊伊治療的醫院小兒骨科醫生趙黎說，小伊

伊目前90％以上的創面得到閉合，感染得到控制，目
前病情穩定。左小腿仍負壓引流中，雙大腿創面癒合
好，計劃爭取盡早完全關閉創面以利於更多康復治療
的介入。
9月9日一早，日本著名康復專家、國際醫療福祉大

學籐澤茂子教授專程來院為小伊伊進行會診，她說：
「對於小伊伊能夠做的治療方法現在都在實施，目前
採取的治療措施也十分有效。」
據悉，小伊伊轉院一開始很不適應新環境。醫院團

委從8月23日開始，每天由專業醫護人員組成的志願
者輪流到小伊伊的病房進行親情式陪護，給小伊伊講
講故事。據護理組成員說，小伊伊對醫務人員的信任
及安全的感受，在不斷地增加。

「二塊五一塊！二十塊錢一盒！」

隨 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的真正到來，

京城商場、超市裡，動輒幾百塊錢一盒

的月餅，開始被大聲賤賣。在中秋節吃

月餅，本是中國人幾千年來亙古不變的

美好傳統，但在各種天價月餅的叫賣聲和噓寒問暖

的「禮尚往來」中，原本充滿人情親情的節日，如

今竟物慾橫流，彌漫 越來越濃的銅臭。

馬不停蹄互送月餅
「中秋」一詞，最早見於《周禮》。由於中秋這

一天月亮滿圓，象徵團圓，又稱為團圓節，其中寄

托 閤家團圓的良好祝願。但最近幾年，中秋節實

際上在內地已多出了幾個外號——月餅節、送禮

節。儘管內地有網站調查顯示只有2%的人選擇中秋

節是「與客戶及領導溝通感情的好機會」，但實際

上，每到中秋節，內地可謂千軍萬馬馬不停蹄地跑

在送月餅的路上。

在月餅幾乎成為節日唯一主角的中秋，其價格自

然也水漲船高，但卻又同時被「無限地作為禮品在

各家各戶間傳送 」，甚至有些人的家中月餅堆積

成「災」。古代中國家庭自製月餅，主要用於祭祀

和家人成員團圓時分享。現在，月餅更多地演變成

了上下級、朋友、客戶之間的「禮尚往來」，而

「豪華包裝」和「昂貴餡料」，也自然更多地詮釋

日益庸俗化的人際關係。

回想傳統意義美德
事實上，西方帶 宗教色彩的聖誕節等，近些年

在內地都大受追捧，並演變成了不同形式的狂歡

節，而中國自己的傳統節日，也呈現出離其本義漸

行漸遠的趨勢。據報道，製作一斤月餅的原材料成

本一般不超過8元，但在市面上的售價都至少在百

元以上。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在物質

化、功利化和攀比奢華風盛行的今天，以奢為恥、

以儉為榮的傳統美德，早已成為嚴重過時的「老土」

和冷嘲熱諷的對象。

當吃月餅的「傳統」漸漸變成了送月餅的「時

尚」，並引發了外國媒體對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熱

議時，我們是不是也該在拿 月餅拜訪的路上，稍

微停一停快節奏的腳步，靜下心來對 明月想一

想，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了，但我們的中秋節，是不

是少了點什麼呢？

■葛沖

 

月餅「變味」傳統漸物質化

■中秋適逢大壽，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光明路街道石碑社區，一對名字都叫孫景蘭的80歲雙胞胎姐妹一邊慶
祝生日，一邊歡度中秋佳節。她們目前都已是四代同堂。 新華社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當地華人華僑
在「中國城」舉行廟會，慶祝中秋節。 新華社

■幾名學生在北京東嶽廟中秋節遊園會上學習製
作傳統月餅。 新華社

■湖北宣恩縣萬寨鄉的陳琴姐弟通過網絡視頻，
向在江西打工的爸爸送上中秋祝福。 新華社

■「最美媽媽」吳菊萍（右）牽 妞妞在小區散
步，一同歡度中秋。 新華社

■小伊伊8月22日轉入新
華醫院。

■隨 中秋小長假的到來，鄭州火車站迎來了客
流高峰。 香港文匯報通訊員楊正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