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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山区，小时候家
庭条件不好，吃饭穿衣都成问
题，无奈，母亲把我送到姑姑家
上中学。姑姑家境也不好，但她
还是全力供养我，直到高中毕
业。我家和姑姑家隔山隔水，母
亲是不常来看我的，我也不指
望她来这里。因为我知道，母亲
来一次是多么不容易，但她总
是有办法疼爱我。

我在姑姑家安下心来，学
习成绩一直都很好，班主任常
在班里表扬我。同学们很朴实，
上进心也很强，我们一同上课，
下课后一块玩耍，我和他们也
都处得来。有一天下午自由活
动时间，我和同学在操场上打
篮球，玩得正欢时，班主任在一
边高声叫我。我快步跑过去，班
主任抚摸着我的头高兴地说，
家里来信啦。我心里一阵喜悦，
拿着信就往教室跑。这是母亲
给我来的第一封信，在教室里，
我慢慢将信拆开，里面竟是几
块糖，一个字也没有。我知道，
母亲不识字，写不了信，这几块
糖，山区的孩子也是吃不上的。
山里人没钱，没人舍得买闲嘴
吃，母亲从牙缝里把钱省下来
给我买了糖，装在信封里给我
寄过来，母亲真是有办法。我顿
时感到一阵温暖，觉得在姑姑
家和在家里一样开心和快乐，
学习也更加刻苦了。后来我常
常收到母亲寄来的信，里面不
是一把瓜子，就是一把花生，再
就是母亲用省下来的钱给我买
的山楂片。虽然里面一个字也
没有，却让我无比幸福和欢喜。

那年，母亲借钱供我到山
外面的城市上大学，在学校里，
我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有一
次我想买一双鞋垫，试了几次
都没舍得买。一个星期天的下

午，我路过学校传达室门口，一
个同学把我叫过去帮他搬东
西。转身要离开时，我看了一眼
桌子上摆放的几封信，无意中
发现，桌子的左上角，有一封母
亲寄给我的信，我急忙装进衣
兜里。宿舍里，我拆开信一看，
是母亲寄来的一双鞋垫，我高
兴极了，心想，这鞋垫寄来的真
是时候。母亲把心思织在了那
密密麻麻的走针里，用信封传
递着母爱和牵挂，我心里暖融
融的。穿着母亲做的鞋垫，走起
路来特轻快，又特有劲，学习上
也有了方向和动力。母亲隔三
差五用信封给我寄东西，虽然
都是些不起眼的零食和小用
品，但整个大学期间，我心里都
充满了幸福和温暖。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个城
市安了家，有了老婆和孩子，生
活还说得过去。除了工作，我还
帮助邻居干点零活，有时他们
也帮助我。山区的母亲还像小
时候一样疼爱和牵挂我，用信
封寄东西的习惯仍然没有停下
来。母亲今天寄来黄瓜和西红
柿的种子，明天又寄来萝卜和
冬瓜的种子。我懂得母亲的心
思，现在生活条件还不算好，她
想让我通过劳动补贴一下生活。
我家的院子不大，我种上了一些
蔬菜的种子，还在不远处的空地
上开垦了一个小菜园。到了夏
天，黄瓜、西红柿、朝天椒、茄子，
红红绿绿的煞是喜人。秋天，一
个个大冬瓜又长成了。我会摘一
些送给邻居，他们除夸我勤劳，
还说我有个好母亲。

我从小不在母亲身边，但
母亲总是有办法疼爱我。不识
字的母亲给我寄了很多信，里
面虽然没有一个字，但信封里
却装满了无限的爱。

无字的信 满满的爱
董国宾

截止到 2021年末，全国人口 141260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1062万人，死亡人
口 1014万人，我国人口年自然增长率逼
近零增长时代。

近 5 年的出生人口来看，我国出生
人口下降趋势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
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有专
家计算 2021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
将创下新低，达到 1.15左右。

出生人口减少是否符合预期？为何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看待我国
人口变化趋势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
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

出生人口减少在预测范围内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
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明显，每次人口数据
发布都会引发关注。

“人口变化趋势是在预料之内的。近
几年，我国人口增长将接近顶峰，出生
人口会从接近死亡人口到少于死亡人
口。根据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将
可能出现人口零增长。目前我国全国总
人口为 14.13 亿人，从 2021 年末仅增长

48万人来看，其实已经进入了零增长区
间。”杜鹏表示，零增长区间的时间可能
延续5年甚至更长时间，等人口变化稳定
之后，才能确定是否进入负增长阶段。

对于出现人口下降的原因，杜鹏认
为主要有3个原因。

一是出生人数受人口结构影响，特
别是育龄妇女人数的影响。如果婚育期
人少了，育龄期人数也会受到影响，进
而影响出生人数。育龄妇女人数下降可
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从那时
开始也是埋下了伏笔。

二是生育意愿的降低。七普数据表
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近年来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
低，2021 年调查已经下降到 1.64，处于
低生育意愿阶段。

三是由于新冠疫情。不少已婚夫妻
有生育意愿，但连续两年的疫情让大家
不得不先接种疫苗。由于担心疫苗会影
响孩子，所以部分夫妻推迟了生育计
划。未来随着大家对疫苗的了解和信
任，这一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满足生育意愿才是政策实施首要目标

2021年 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印发，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
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不少公众表
示，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不存在生育第三
个孩子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第一个
孩子。

为何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杜鹏认
为这其中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

“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
破 1000万大关，达到 1076万人。这意味
着，在新就业的人口中，大多数是已经受
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他们结婚、生育的时
间都会相应推迟。10年、20年前，平均
初婚年龄一般在 23岁左右，而现在已经
推迟到 27岁左右。所以，受教育时间的
延长是造成青年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
因。”杜鹏说，宏观因素除了受教育时间
长、水平高以外，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
变化还与人均GDP增长，社会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养老金、医疗保险持续进步等
有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的
居住方式得到了改变，一个人或‘小家庭’
比例急剧提升。这样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养
育成本更高，生育意愿也将会受影响。”

而从微观上，则是公众需要面对的

具体问题。
首先是住房问题，现在近三分之二

年轻人进入城镇生活，这样的“小家庭”
需要承担一定的房租或房贷，其他可支
配收入才会支持生活和婚育。首先受到
影响的就是结婚，结婚的人数减少进而
影响生育人数的减少。当然，随着经济适
用房、廉租房等制度的建立，公众住房压
力预期将得到大幅减轻。

其次是孩子的养育成本。从 0-3 岁
托育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近些年我
国出台了多个政策保障孩子的成长，比
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双减政
策”等。未来随着政策落地，孩子出生
后有托育机构照护，小学不再有学区
房，高中竞争不再这么强，大学门槛将
进一步降低。

“也正是有这些政策的支撑，《决
定》才会出台支持生育三孩的政策，这
是综合施策的过程，也是发展的必经之
路，更需要持之以恒向前推进发挥实
效。”杜鹏强调，使得真正有生育意愿的
人能够实现他们的生育意愿，这才是政
策实施的首要目标。

摘自《中国家庭报》

“小家庭”为何生娃难？政策帮忙减负担

寒假即将结束，从假期结束到开学
初的这段时间，很多孩子会出现情绪不
稳定、紧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懒
散、逃避学习、拖延完成作业等表现，
有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开学综
合征”。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
任医师李雪告诉记者，“开学综合征”并
不是医学诊断的病症，然而很多孩子的
确在刚开学后容易表现出这些问题。临
床发现，开学之后的一段时间，儿童精
神科和心理门诊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就诊
高峰，很多孩子由于对开学返校不适应
被家长带来就医。

开学前可以规划出1-2周的“缓冲
期”

李雪认为，孩子对开学返校不适应，
是因为经过了一个假期的休息，开学之后
突然感觉压力增大。压力来自作息时间、
学习以及人际关系：从假期里自由散漫的
状态，到开学后有规律作息，要在规定的
时间做规定的事情；从假期里不用学习或
者不规律学习的状态，到每天都要去学校
上课，完成作业；从待在家里跟同龄人接
触有限，到回到班集体里跟几十个孩子相
处，这些突然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孩子出现
不适应的现象。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情况是，有很
多“鸡娃”家长，即使在放假期间也把

孩子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每天监督
孩子学习，给孩子安排各种集训，孩子
在假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此在开
学后可能出现体力和精力不足的现象；
此外，当孩子从在家里被家长监督学
习，突然变成到学校里自觉学习，也会
出现不适应的问题。

那么，家长应该怎样做，才能帮助
孩子克服“开学不适”呢？李雪认为，
家长可以在开学前规划出 1-2 周的“缓
冲期”，帮助孩子慢慢适应开学后的生
活，减缓开学压力对孩子心理的冲击。

首先家长可以从帮助孩子调整作息
时间入手。李雪说，有些孩子，尤其是
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自我管理能力不
强、自律性不好，这就需要家长提前帮
助他们把作息时间调整好。从开学前一
周左右开始，慢慢让孩子把作息时间调
整到上学时的状态，按时起床，按时吃
饭，按时睡觉。

其次，开学前，家长可以帮助孩子
提前做好复习和预习，让孩子恢复学习
的习惯。李雪强调，让孩子提前学习的
目的并不在于让孩子学习多少知识，而
是要调动孩子的认知能力，帮助孩子完
成从放假到学习的思维转换，以便让孩
子在开学后更好地回归学习状态，适应
学校环境。

开学前，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通过

电话、微信等方式，主动和要好的同学
恢复联系，聊聊天。比较要好的孩子的
家长甚至可以相约，带孩子一起出去
玩，让孩子在开学前有一个互动。

除此之外，开学返校后，孩子还可
能会经历一些班里的变化，比如座位调
整，班干部改选等，家长应尽可能地将
可预见的事情提前跟孩子沟通，给孩子

“打预防针”。对于比较敏感的孩子，家
长应格外上心，提前跟老师以及其他家
长进行沟通，多了解一些孩子在新学期
将面临的变化，提前告诉孩子，让孩子
在心理上有所准备，这样孩子出现紧张
和焦虑情绪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利用开学前的“适应期”培养孩子
自我管理能力

李雪特别指出，开学前的“适应
期”同时也是锻炼孩子自我管理和自我
规划能力的好时机，家长可以利用假期
结束前 1-2 周这段时间，给孩子布置一
些需要完成的任务，让孩子自己制订计
划表，把任务分配到每天、每个时段。
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和调整任务的
内容和时间表，辅助孩子制定适合自己
的日程安排。这个过程不仅能够帮助孩
子更好地适应开学，也能够帮助孩子锻
炼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划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家长给孩子布置的任
务要符合孩子的实际能力，是孩子有能力

去完成的。李雪说，很多时候，家长会觉得
布置给孩子的任务很简单，但是孩子却完
成不了，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家长对
孩子的能力不够了解。家长不能布置任务
后就变成“甩手掌柜”，等着孩子“交作
业”，而是要跟孩子及时沟通，根据孩子的
能力跟孩子一起调整计划表的内容。

李雪介绍了一个可以调动孩子积极
性的小技巧——家长在给孩子布置任务
的同时也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划，让孩子
看到自己也在按照计划表完成任务。比
如每天读几页书，每周做几次运动等。
家长可以每周找一个固定的时间，例如
周日晚上，跟孩子讨论下一周的计划，
然后跟孩子相互监督，相互鼓励，各自
完成任务，完成的人会得到奖励。

李雪解释说，家长陪伴孩子一起完
成任务的过程，也是言传身教的过程，
家长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自己要先做
到。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以身作则，
才能起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家长对孩子
的陪伴并不需要太长时间，高效的陪伴
每周只需大约半个小时，每天大约 5-10
分钟，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效而有质量的陪伴是什么呢？李
雪说，就是与孩子真诚地沟通，彼此尊
重，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和孩
子平等地交流彼此的心得和体会。

（夏瑾）

开学倒计时

如何帮助孩子克服“开学综合征”

母亲是四年前农历正月去
世的，所以每到春节，我便会
想起母亲，想和她聊聊天，叫
一声“娘”。

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回想那时候，只要在大街上看见
有乞讨的人，村里人异口同声，
一定会说，“让他去找兰秀（兰秀
是我姐姐）她娘吧，老太太一准
会管你饭吃。”还真是这样。那时
节，尽管我家生活并不富裕，但
只要看见有流浪人员，母亲总会
热情地把他叫到家里，不嫌脏，
不嫌烦，把本来不多的干粮拿出
来，让他饱餐一顿，临走还要塞
给人家几个馒头，有时还会给一
些旧衣服。母亲总是感慨地说：

“我领着孩子们也过过苦日子，
最困难时，我还领着孩子们出去
要过饭呢。现在咱生活好了，每
次看到要饭的，就会想起自己当
年要饭的情景，现在虽说我条件
不是太好，但还是要尽力帮帮他
们。”

母亲有一副热心肠。平时
街坊邻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
母亲总是竭尽全力给予帮助，
不求回报。有时甚至不认识的
人遇到困难，母亲仍然会热心
地伸出援手。有一年夏天，几
个外地的年轻人在我们村村委
会院内卖玉米种子。看到他们

热得浑身是汗，中午还不能回
家，只能在村委会啃干粮、喝
凉水，母亲心生怜悯，便赶紧
跑回家拿回来一篮子鸭梨和苹
果。几个年轻人很是感动，一
边吃水果一边连连道谢。母亲
很高兴，回想头一天自己刚蒸
了血丝糕，便又说：“孩子们，
你们先吃着这些水果，我再去
拿点血丝糕，你们一准儿爱
吃。”说完一路小跑朝家的方向
走去。

母亲的“廉政课”，让我受
用一生。我在深州市纪委二十
多年一直负责党风廉政教育工
作。而我的第一堂“廉政课”
是母亲给我上的。记得有一年
春节，母亲对刚走上工作岗位
的我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从咱
们农村通过考大学出去的，这一
步来得不容易，你一定要珍惜
啊！为人一定要正直清廉，不该
拿的一分也不要拿。俗话说‘拿
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占小便
宜早晚会被便宜咬住手，到那时
候后悔也晚了。”老人的话都是
实实在在的庄稼话，却给我敲响
了警钟，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
一个忠诚、干净、有担当的人
民公仆。这么多年，我一直保
持着清醒，在工作岗位上履职
尽责，直到退休。

我的母亲
郭树合

农历虎年春节，在杭州市
富阳区 10 余位“临时妈妈”的
帮助下，11岁的畲乡少年小雷
终于达成心愿，和失联已久的
爸爸过了一个团圆年。

小雷所在的富阳区新登镇
双江村是富阳唯一的少数民族
村，也是离杭州主城区最近的
畲乡，总人口 1093 人，其中畲
族村民近 200人。每天傍晚，当
地一所小学的校车驶入双江
村，停靠在村委大楼附近的校
车接送点，守候的村民便各自
带着孩子回家。

细心的双江村妇联主席曹洪
燕率先看出了小雷家的状况。
2021年11月中旬，她在平安巡防
时看到独自背着一个重重的书包
从接送点步行回家的小雷。

“这孩子怎么没家长接送？”
这位妇联主席深入走访了解到，
小雷妈妈在他3岁时便离家出
走，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小雷一
直跟着爷爷生活。一场癌症使得
小雷爷爷不得不入院治疗，家里
亲戚轮流照顾，小雷的爸爸却一
时联系不上。这个畲乡少年的生
活一下子没了着落，每天放学回
到村里后需要步行半个小时才
能到家。

第一次踏进小雷的住处，
曹洪燕吃了一惊：“孩子还不懂
得照顾自己……脏衣服堆成小
山，电热毯 24 小时开着，旁边
还充着个手机，太危险了。”她
和新登镇妇联主席周超昀一合
计，决定发动“畲乡嫂”这一群
体照顾小雷。

上下学接送、作业辅导、带
回家吃饭……10 余位村里的
畲乡嫂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认
领了“任务”，和妇联工作人员
一道化身小雷的“临时妈妈”。

“一位年纪比较大的畲乡嫂，家
里有孙辈需要照顾，她就每次
把小雷的脏衣服装袋背回家，
洗净、晒干、叠好再送回来。”周
超昀说。

一场为小雷找爸爸的行动

在同步进行中。周超昀把小雷
家的情况纳入“家和智联”综合
治理平台，将更多关注投向这
个家庭。“家和智联”平台是富
阳区“微治理”的一个抓手，它
汇聚各部门和基层信息，统筹
部门群团、社会组织等力量，使
富阳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精准
对接各类家庭需求，定期走访，
提供帮助，化解矛盾，致力于将
家事纠纷调解引入专业化、精
细化轨道。

2021 年 12 月 14 日，在妇
联牵头下，公安、民政、司法等
部门相关负责人坐在一起，商
讨出一个短期帮扶方案。其中
明确，双江村、“临时妈妈”和小
雷亲戚共同照顾孩子的生活起
居，学校减免乘车费、午餐费和
校服费。

在各方协助下，2022年元
旦前夕，“临时妈妈”终于联系
上了小雷爸爸，得知家中出了
大事的他火速赶回双江村。这
时大家才知道，小雷爸爸手机
丢了，换号后没及时告知家里。

这个春节，小雷吃上了爱吃
的红烧肉，穿上了爱心人士送来
的新衣服，对《西游记》和《海底
两万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关键的是爸爸一直陪在他身
边。“小雷爸爸回来后，孩子的精
神头一下子变了。”曹洪燕注意
到，小雷脸上有了笑颜。

富春江畔，每一个平安家
庭的背后，离不开基层干部用
脚步丈量民情的坚守，也离不
开“家和智联”平台的静默运
转。“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富阳
区妇联副主席赵惠芳说，数字
化改革让妇联组织“人熟、地
熟、情况熟”的优势得到进一步
放大。

一项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富阳区累计化解4193
户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婚姻
家 庭 情 感 类 警 情 同 比 下 降
6.95%。

畲乡少年小雷的团圆年
新华社记者 马剑

在家门口的方寸之地堆放垃圾、摆放鞋柜，在屋顶建设阳光房，在停车位自行安装地锁……记
者在北京、广西、江西等地走访发现，一些小区的公共空间被侵占现象较为普遍，导致邻里间
纠纷不断甚至对簿公堂。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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