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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多元化解“一人住院，全家受累”难题
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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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单杠高度降下来，工作作风提上去
郑建钢

如今，不少有着本科学历的人，以更加务实和前瞻性的思维“反向”读
职校，通过掌握一门手艺为自己开辟一条职业新路径，在不同的赛道感受
精彩的人生。 7月29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由护士或者经过专业
培训的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
24小时生活照护服务的“无陪伴”
病房在浙江、山东、福建、山西、天
津、广东等地试点推广，以团队协作

“多对多”为主的“无陪伴”模式，是
解决陪护难、陪护贵、让患者真正感
觉到医学温暖的一项便民惠民措
施。 7月29日《中国妇女报》

这种新兴的“无陪护”病房正在
宁波医院悄然出现，目前，宁波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等6
家医院 13 个病区试行“无陪护”病
房。

“一人住院，全家受累。”这是多
数住院患者家庭的真实写照。许多
病人躺在病床上，特别是重病、老年
人、婴幼儿等患者，陪护成为一种刚
需，更离不开别人的照管。以往，陪
护基本上都是由家属来解决的。事
实上，这种陪护只能照料病人的生
活，涉及医疗上的事还得向医护人
员讨教，而且还面临精力和时间不
够的问题。工薪族既要上班，又要
陪护，这是很大的挑战。在经济条
件允许下，请护工进行陪护，成为一
种无奈的选择。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医疗护理员
和医护人员，代替家属或者自聘护
工，为住院患者提供生活照护和医
疗等服务，实现了“无家属陪护”或

“家属陪而不护”。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患者及家属的后顾之忧，减

轻了家属照料的压力，医院提供的
护理人员在专业性上也更有保证；
对医院来说，“无陪护”模式则重塑
了医院的病房秩序。这是一件多赢
的好事。

三分医疗，七分护理，但在医疗
机构中，一直存在着重医疗轻护理
的问题。推广“无陪护”病房，反映
了医疗机构以病人为中心，回应社
会和病患的关切，改进医疗服务质
量的决心。

陪护费用个人承担多少，这是
推广“无陪护”病房绕不过去的一个
问题。目前，一些宁波医院推广的

“无陪护”病房模式，由医院引入的
第三方护理公司组织陪护力量，由
此产生的费用全额由个人承担，医
保基金不支付。这种推广“无陪护”
病房模式，仅由医院发起，单打独
斗，没有医保的介入，造成患者及家
属积极不高。

在老龄化、少子化的背景下，
“无陪护”病房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当前，一些地区已将“无陪护”病房
相关费用已纳入医保，部分或全额
由医保支付。在医保基金可以承受
的前提下，宁波可以参考这些做法，
将部分专业陪护费用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目录，并做好住院陪护服务与
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衔接等工作，
撬动护理公司、医院的积极性，在更
多元的层面上探寻住院陪护难的化
解之道，让大家不再为住院陪护而
焦头烂额。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
区三角地小区于两个月前配置了
新型健身器材，受到居民欢迎。然
而，因为新单杠太高，多数居民无
法使用。日前，网友“hangxing”
在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发帖反
映此事，呼吁有关单位重新安装单
杠。

7月28日《宁波日报》

一个小区，刚刚配置了新型健
身器材，弥补了日常的健身器材不
足，大家在家门口能够就地开展体
育锻炼，自然会受到居民的欢迎。

但是，因为新安装的单杠比较
高，让人“够不着”，引发了居民吐
槽。在现场，一名正常身高的保
安，即使伸长了手臂，也与单杠相
差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让人感觉使
用很不方便。

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街道方
面对此的回复，认为网友反映的器
械实际高度约2500毫米，符合国家
关于“普及型单杠要求高度1500毫
米至 2600 毫米”规定的要求，因为
高度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上限，就
没有任何问题。

街道方面的回复，看起来好像
很有道理，单杠的安装，并没有违
反规定高度。但是，单杠能不能
用，除了要对照规定外，还要根据
实际使用对象，来做出判断。如果
安装健身器材所在的小区，是大中

学校学生集中的学区，来此地进行
身体锻炼的，是年轻的大中学校学
生，他们只需要轻轻一跳，就能轻
松地“够得着”单杠，进行身体锻
炼。这样的“高度”，自然没有违反
规定。

三角地小区以及附近的谢家
小区，作为建成已经多年的老旧小
区，居住者以老年人为主，再设置
成这样高度就有些不妥了，弄不
好，还会因为使用不当而引发意
外。这样的“高度”，即使没有违反
规定，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既不方
便，又存在相当风险。如果街道工
作人员深入现场仔细查看一下，很
容易发现问题，就不会轻率做出

“符合国家规定”的判断。
小区安装健身器材，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锻炼，满足了居民健身
需要，丰富了居民的业余体育生
活，这是为居民办实事。但是，实
事要办好，还要办实。要一切从实
际出发，充分考虑使用对象的需
要，而不是拍拍脑袋，从“本本”出
发，来回复居民的质疑。眼下，后
大街社区已联系施工方进行相应
的调整，这才是考虑居民实际需求
的务实的工作作风。

单杠高度要降下来，工作作风
要提上去。今后，希望相关工作人
员能够多深入现场研究问题，解决
问题，尽量少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
义的错误。

“孩子们，写字的时候坐姿一定
要端正，把背挺起来！”7月26日，宁
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金桥花园社区
假日学校的课堂上，出现了一个熟
悉身影。讲台上的老人叫曹静芬，
今年74岁，是一名资深书法爱好
者，学习书法10余年了。今年是她
第三年在暑期为孩子们上公益书法
课，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书法奶
奶”。“书法奶奶”说只要孩子们愿意
学，公益课堂就一直办下去。

7月29日《宁波晚报》

每次公益书法课，老人都从最基
本的握笔姿势教起，通过口诀教学，
学习“横平竖直”等最基础内容，然后
进行系统讲解。老人说，她有一个梦
想，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暑假的学
习，人人有收获，个个有成果，每个人
都能实现“字如其人”的美好。

“字如其人”是古人对于书法的
评价，认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性格
品质会通过他的书法体现出来。而
如今，“字如其人”似乎已经成为了
遥远的传说。别说是中小学生了，
就是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也可能
是“字迹歪歪扭扭”。就连曾经红火
一时的“英雄钢笔”都“英雄气短”

了，毛笔和毛笔字就更是被束之高
阁、落满尘埃。

在数字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
键盘敲击成为日常，而手写的温暖
与力量逐渐被淡忘。值得欣慰的
是，我们社会上还有着一批执着的

“书法奶奶”“书法爷爷”。曹静芬奶
奶利用暑假时光，为孩子们开设公
益书法课堂，是对文化传承的坚守。

书法传承的困境，面对的不是
笔墨纸砚的稀缺，不是文房四宝的
稀缺，而是需要更多为文化传承而
孜孜不倦的“书法奶奶”。曹奶奶
说，只要还有孩子愿意学习，这样的
公益课堂就不会停止。这不仅仅是
对书法艺术的坚守，更是一份对文
化传承的责任感。在她的影响下，
孩子们学会了如何握笔、运笔，更重
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去欣赏汉
字之美，理解书法背后的文化底蕴。

仅仅依靠一个“书法奶奶”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书法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更多
的关注与支持。社会各界应积极行
动起来，给予书法艺术更多的空间
与机会。我们需要像“书法奶奶”这
样的角色，传承书法文化，需要我们
一起研墨。

“书法奶奶”，多些文化传承的“研墨人”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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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反向”读职校
是一种“以退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