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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保姆虐待老人的视频引发了全网

愤怒。视频中，老人因身体原因，在床上失

禁，这时候保姆直接推搡老人，并且让老人

拿起自己的排泄物放在嘴里吃。

事情发生在广州，但大家都感受到了切

肤之痛。子女请来保姆，不求有多贴心，但

求有个依靠，可是连这点基本的愿望都落空

了，没给老人晚年生活带来幸福，相反却带

来了恶梦，这样的落差实在过于巨大。

施暴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至于如何惩

处，可以看看同类案件的判罚。3 月初，江

苏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就宣判了一起保

姆虐待老人案件，被告人潘某琴犯虐待被看

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此类事件

多发，手段之残忍，让社会深思：如何让作恶

者不敢伸手，如何给予老人更好的照料。

保姆市场固然需要建立诚信机制，提升

信息透明度，将那些不合格者清理出市场，

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这里面还有更深层

次的问题需要解决。

不得不说，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有很多

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谁来照料的问题。

子女若是有时间有能力自然责无旁贷，可如

果子女也需要工作呢？辞职显然不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何况，平均寿命在增长，子女

也不年轻了，精力有限，也到了需要人照顾

的时候。祖辈加父辈，一个家庭夫妻双方可

能需要同时照顾五六个，甚至更多的老人，

亲自照料已不具可行性。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背后巨大的牺牲，

“父母在不远游”是孝道的体现，可如果要将

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日常生活捆绑在一起，

这样的养老未免太过沉重。

那么请保姆养老可行吗？如果这种养

老方式成为普遍模式，能不能满足这么庞大

的需要就成了现实问题。现在很多城市一

到春节，保姆的价格就节节上涨，贵出天价，

贵到请不到也请不起的地步，就是因为短缺

造成的。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全社会人

力资源紧张的问题终将显现，这个时候，一

户一个保姆的养老模式将变得非常昂贵，超

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通过整治保姆市

场、提倡规范化经营就可以解决的，需要通

过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来解决。社会化养

老，抱团取暖，形成规模，可以配置专业的医

护团队、专业的管理团队，专业化问题迎刃

而解。效率显然也更高了，传统的居家养

老，一对一，效率是很低的，而社会化养老机

构，通过社会分工合作，可以实现一对多，效

率要高得多。

一小一老的照料问题事关社会稳定，解

决不好，影响的不只有老人小孩，还有家庭

的其他成员。社会需要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建立起温馨、周到、性价比高的社会化养老

服务体系，改变市民对养老机构的刻板印

象，摆脱对居家养老的过度依赖。

居民的观念也得转变，在哪养老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依。有保障，

有温暖，哪里都是家。

居家养老痛点怎么破

在哪养老并
不 重 要 ，重
要 的 是 ，有
保 障 ，有 温
暖。

打 造 人 人 心
向 往 之 的 美
食天堂，浙江
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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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潮新闻报道，继政府组团出国抢订

单之后，浙江又出惊人之举——组团跑到

江西湖南吃米粉、喝奶茶！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网上除了调侃“人

均老板”的同时，给浙江赋予的另一个名

号——“美食荒漠”。看来，浙菜的运营，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浙江要在美食运营

和推广上，消费氛围的营造上，多花心思，

多下功夫，多想办法，多出思路。

在此次调研中，浙江美食调研团用实

际行动，践行十四字箴言：真看真听真体

验，入口入脑更入心。说白了，就是要诚

心诚意学习借鉴兄弟省份打造美食品牌、

建设美食文化强省的新探索和新路子。

米粉不能白吃，奶茶也不能白喝。加

强浙菜品牌品质建设，用餐饮带动体育、

文旅、零售、住宿等产业的发展，这是浙江

结合自己实际情况以及借鉴他山之石，给

出的浙江方案。在新路径下，浙江的美食

行业，能够旧貌换新颜，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也是社会民众的殷切期待。

同时也要意识到，浙江真正想要的，

并不仅仅是改变大众对浙江美食的刻板

成见。满足群众美食体验需求，让消费

“活”起来，让烟火气浓烈起来，为社会经

济复苏，提供美食动力，这才是浙江派出

美食调研团以及发展浙江美食的真正深

意所在。

对社会上的质疑和调侃，浙江没有逃

避，而是选择正视，看到美食产业的现实

不足，去取经，补短板，就说明了一切。有

问题，有欠缺，并不可怕，关键是有解决问

题的决心、勇气和能力。这些也是在告诉

世人，打造一个新时代人人心向往之的美

食天堂，浙江是认真的，也期待那一天尽

快到来。

打造舌尖上的浙江

让更多“星星
的孩子”融入
正常生活，还
需 要 全 社 会
共同努力。

今年 4 月 2 日是第十六个世界孤独症

日，如何关爱孤独症儿童再次引发舆论关

注。有媒体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

园园长吕玲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

师贾美香等。该园自 2007 年开始探索融

合教育，共干预了 845 名孤独症儿童，并

有 80 余名幼儿顺利进入普通小学上学。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一些患有

轻度自闭症的孩子，即使智力条件足以支

持其进入正常学校求学，由于其特有的症

状可能会扰乱正常秩序，也会面临同学家

长的排挤和拒绝。

在融合教育模式之下，经医学诊断评

估，符合入园接受融合教育条件的儿童可

以入园就读，接受与普通孩子几乎无差别

的教育。开展融合教育当然不是一件简

单容易的事，既需要有相关的师资设备，

还要有提供相应支持的系统；既要“一人

一案”对特殊儿童提供帮助和进行行为干

预，也要与普通儿童进行交流沟通。

一所学校的成功探索，固然令人眼前

一亮，但要推广普及，却殊为不易。解决

自闭症儿童“入学难”，依然面临严峻的现

实——孤独症孩子很难享受到特殊教育，

很多普通公立学校又未开展融合教育。

不少孤独症儿童即便是经过特殊教育训

练后，进入普通学校参与融合教育，仍会

遭遇其他孩子与家长的排斥。

尤其到中小学阶段，由于应试倾向的

客观存在，要让自闭症儿童“同班就读”，

其难度可想而知。

自孤独症进入国人视野，已然 40 余

年，我国在康复、教育等领域也出台了系

列相关政策，孤独症 患 者 和 家 庭 得 到 越

来越多的关爱和支持。孤独症核心症状

尚无药物可以治愈，但近年来越来越多

研究发现，早期发现、早期行为干预和教

育可显著改善孤独症患儿的不良预后。

消除美化和排斥两种误解，正视孤独症患

者的生存困境和教育困境，让更多“星星

的孩子”融入正常生活，还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

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入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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