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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6日起，浙江海宁市
长安镇的独生子女父母住院陪
护有补贴了。这个消息一出，
便在网上引来一片叫好声。有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独生子女
家庭已达到1.8亿户。很多时
候，独生子女家庭在养老方面
时常面临“独木难支”的困境。
新政能否为独生子女家庭下一
场“及时雨”？它是否值得全国
推广？
一张照片引出的暖心政策

长安镇的这项新政，力度
还是挺大的——只要拥有长安
镇户籍，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住院，且为独生子女家庭60
周岁以上父母、符合计划生育
奖特扶政策的人员、单人户未
生育子女家庭，均可获每人每
天100元的住院护理补贴，最
高不超过9000元。

长安镇社会事务办主任盛
月新介绍，新政出台缘于一张
名为《独生子》的照片。照片
中，一名身穿蓝色短袖的男子
蹲坐在两张病床中间，左右两
边分别躺着一位老人。“那张照
片对我的触动非常大。”盛月新
说，在日常工作走访中，他们也
常听独生子女说起赡养父母的
难题，格外心酸。自那时起，盛
月新便展开了相关调研，发现
养老是当地独生子女家庭面临
的最常见、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一。今年初，长安镇将调研成
果转化为民生实事项目方案，上
报后通过了镇人大代表票决。
该项目的资金全部由长安镇财
政承担，通过前期招投标，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
支公司成为该项目的服务商。

家住长安镇仰山社区的居
跃强是受惠者之一。今年 2
月，他72岁的父亲因肺源性心
脏病住院47天，根据政策，居
跃强能获得 4700元的补贴。

“我已经把材料递交到社区，审
核通过后，大约半个月钱就能
到账了。”居跃强感慨，比钱更
让他感动的，是政府对独生子
女家庭的关爱。

负担最重的一代

近年来，每次关于独生子
女父母养老政策的出台，支持
声都会大过反对声。或许是因
为，曾是家中“独宠”的孩子们，
正陷入养老焦虑。值得注意的
是，在晚婚晚育的大趋势下，
“养老”和“养小”双重压力更可
能同时到来。
“一个老人病倒，就是整个

家庭崩溃的开始。”现年38岁
的刘励利（化名）直言。去年1
月，刘励利的父亲因为咳嗽引
起肺粘连，连续住院十几天，家
里乱成一团：他和妻子要工作，
母亲又要整日带着刚满周岁的
二宝，大宝和父亲陷入无人照
料的境地。为了应急，刘励利
只能拜托亲朋邻居帮忙接送大
宝上幼儿园，又委屈父亲自己
在医院拍片、送化验、打饭。那
段日子，老人、孩子吃的都是外
卖，一切都靠凑合解决。

在北京卫视的医疗纪实节
目《生命缘》中，30多岁独生子
孔旭的遭遇让无数人为之泪
下。他家中有4个老人和1个
孩子，生活本来就比较拮据。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孔旭接
连遭受到母亲和丈母娘住院、
姥爷去世以及父亲病危等多重

打击。在病房里，孔旭一边给
父亲喂饭，一边强颜欢笑地安
慰父亲。但走出病房后，他再
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悲伤，掩面
大哭，哭完之后又强打起精神，
“我知道哭没有用，只能强忍着
承担起肩上的重任”。
“独生子女是负担最重的

一代。”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
光宗曾这样感慨。在中国的传
统观念中，赡养父母是子女的
责任与义务，不仅包括经济上
的支持，更需要精神上的安
慰。而父母已老、孩子尚小的
独生子女，无疑将承担更多挑
战和压力。
“长安做法”值得借鉴

好在，这些年国家频频出
手，帮助独生子女缓解养老压
力。这两年，浙江、湖北、福建、
重庆等地陆续立法明确独生子
女护理假制度。不过，很多政
策由于并非全国性政策，实际
执行起来，往往沦为“纸上的福
利”。比如父母生病时，一些独
生子女就很难享受到带薪护理
假这一福利。因此，在业内看
来，浙江海宁市长安镇的护理
补贴这一做法更实际，值得各
地借鉴。

事实上，在海宁市长安镇
之前，河南许昌于2018年率先
在全国实施60周岁以上独生
子女父母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住院护理扶助制度，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符合条件

的扶助对象购买住院护理保
险。按照规定，住院护理补助
标准为独生子女父母每人每天
100元，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包
括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等家庭）
每人每天150元，按实际住院
天数支付，每年度最多累计支
付60天。2022年，许昌市为住
院护理补助这一项目总共支出
1900余万元。

政府还能做些什么

当然，解决独生子女父母
住院陪护问题，不止这一种办
法。目前，我国多地正在试点
“无陪护”病房。所谓“无陪
护”，即患者入住病区后，所有
的医疗、护理和生活上的服务
都由医护人员和护理员承担，
实行无家属陪护或者陪而不
护。有些地方的施行方案还明
确表示，“无陪护”病房的收费
由财政、医保、患者各负担一
点，既减轻了独生子女的陪护
压力，也减轻了经济压力。

不过，住院陪护仅仅是一
个方面。各类补贴和保障确实
能缓解独生子女的压力，但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难题。有
调查显示，超过九成老年人倾
向于居家养老。这就需要，有
关部门以居家老人的服务需求
为导向，持续创新和完善养老
服务模式。目前，北京、上海等
地正在试点“管家式养老”，老
年人可随时呼叫养老管家，以
较为实惠的价格，享受助餐、助
浴、居家照护、陪同就医等服
务，失能失智老人还能享受全
天候服务，从而真正缓解子女
的养老、照护压力。

（摘自《快乐老人报》）

陪护补贴能否缓解独生子女养老焦虑
近年来，作为一种

新的校外非学科教育形
式，研学市场持续升温，
主题更为丰富、范围更
加广阔，受到家长的认
可和追捧。

研学旅行为啥火，
关键是满足了当今家长
更注重孩子身心健康和
全面发展的需求。某种
程度上，这也是对当前
我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理
念、路径方式演化和发
展的折射。古人说，“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而
研学旅行被称为“行走
的课堂”，它弥补了传统
课堂教学的不足，让孩
子走出教室，探索自然、
接触社会，通过实践体
验了解国情、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

伴随研学旅行市场
的扩大，也出现了一些
良莠不齐、价格虚高、货
不对板的情形。其中，
“游而不学”问题较为突出。不少
家长反映，孩子玩是玩了，学没学
不好说。网络上曝光的名校访学
变校内观光、文化体验成景点打
卡等案例不在少数。与传统旅
游项目不同，研学旅行的形式是
“游”，本质仍为“学”。如果脱离
“学”的底色，变成简单的“到此
一游”，研学旅行就随之变味。

让孩子在“行走的课堂”学
到知识，需要持续规范研学旅
行。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
要加紧制定相关标准体系，包括
准入标准、资质标准、产品标准、
运行标准、内容标准等，并依据
标准进行严格监管。各经营主
体在设计研学项目时，应投入更
多精力和成本开展前期调研、试
游，精心挑选线路，用心设置课
程，紧紧围绕教育目的，而非一
味追随旅游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实践
教学与课堂教学的衔接、融通和
互补上，学校应发挥更大作用。
史志鹏（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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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钱后免考即可拿证、证
书可代为挂靠赚取高额费用、
还可放入人才库获得更多高
薪岗位……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培训机构以考证“躺着赚
钱”为噱头，声称可以包
办各类“资格证”，诱骗劳
动者买证赚外快。

记者以“证书入库”
为由在网上联系了一家
培训机构，并添加了业务
负责人周老师的微信。
周老师的“朋友圈”展示
着大量证书办理以及付
款的截图，包括医美培训
师、能量治愈师、易学命
理师、保育员、食品安全
管理师、视力康复师等。

周老师表示，这些证
书均可“免考取证”，收费
为每本1500元，证书入库
的价格为每本980元，可办
理“全国职业信用评价网”
所颁发的人才入库证书。
还有证书挂靠推荐服务。
“注册类证书挂靠时含金

量较高，如注册建造师、注册评
估师、注册会计师等。”另一家
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则以含金
量高为噱头，提供眼下最火热

的财会类证书“免考包过服
务”。面对询问，工作人员“秒
回”劝说：“注册会计师15万
元、中级会计师6.8万元、注册
税务师8万元，绝对值。”

还有一些机构以新
职业的职业资格、职业技
能等级等名义，随意乱收
费、滥发证；还有一些机
构假冒权威机构名义组
织培训、评价、颁发证
书。更有甚者，精心设计
培训、考试、发证等所谓
一条龙服务骗局，让不少
人深陷其中。

对于上述乱象，四川
泽珲律师事务所律师杜
伟认为，应将违规机构纳
入黑名单，对技术技能类
培训评价发证活动实行
常态化管理。相关职能
部门应强化打击整治，严
厉打击涉嫌诈骗等行为。
平台方也应把牢内容审核
关，切断传播渠道，加强对

报考和注册的审核机制监管。
另一方面，求职者要端正心态，
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正规渠道“考
证”，不盲目跟风。
李娜 杨诚波（摘自《工人日报》）

只需9.9元，上传21张照
片，用户可以生成一套可媲美
天真蓝、海马体等新式照相馆
的AI写真，并可将图片上传微
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
近日，掌握了引爆社交圈流量
密码的“妙鸭相机”走红网络。

点击进入妙鸭相机小程
序，首先要上传1张正面照片，
“不是正面”“有遮挡”“过于模
糊”都会被系统拒绝。接着要
补充至少20张照片，最好还是
多角度、多表情、多背景的。

找齐照片，需要退出小程
序，进入公众号付费9.9元。好
不容易付费完，总能看到照片
了吧？结果——“系统提示前
面有1292个人正在制作，预计
排队时间3.5小时。”

经过一个下午的漫长等待，
终于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质感
写真了。从微信公众号公开的
33款模板来看，女性肖像模板丰
富，有27款，包括清欢、奢感光、
都市正装等，男性模板仅6种，
比如白衣、正装、默片等。

对于这款高峰期曾排队超
9个小时的AI相机，使用者的
体验感如何？又能否真的取代
实体照相馆？

也有一些使用者表示，与
以前花几百、几千元才能拥有
的个人写真相比，妙鸭相机体
验门槛低，微信上就能直接使
用，仅花费9.9元就能生成各种
场景下的数字分身，照片也颇
具艺术感。

也有人表示，自己在体验
AI写真时翻了车。“等了一晚上
照片出来了，一大半人像可以说
是跟我毫不相干，高清下载又要
多花十几元钱。”“总觉得好像有
点像，又好像哪里都不太像。AI
感比较明显，色调、肤感等细节
也不如真人写真完美。”

还有人表示担忧：“照片是
对过去经历的留念，如果这些事
都不需要过程，那结果还有多少
人会珍惜呢？人类的记忆会不会
因为这些‘虚假’的照片错乱？”

妙鸭之“妙”，在于它以9.9
元的价格踩在了追求美丽与性
价比的风口之上。然而走红的
同时，不同层面的担忧也随之
浮出水面。例如，受算力限制，
妙鸭相机无法识别眼镜等配

件，无法生成正常的手部图像
等，而这些问题在上传照片时
并无提示。不少体验不佳的用
户在使用后希望退款，但跟退
款相关的提示只是在付款页面
下方小小的一排字：“一旦购买
成功，不支持退款。”

尽管妙鸭相机迅速道歉，
但依然有用户对其数据安全提
出质疑。网络安全研究专家、北
京汉华飞天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彭根对媒体表示，妙鸭相
机方面修改后的用户协议内容
方向原则上是对的，“制作完数
字分身后就删除用户照片，这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也有相应
的要求，公司不能保留用户数
据，如果要用作其他用途，肯定
需要用户再次授权，并还要增
强告知，因为人脸属于个人敏
感信息。” 左雨晴 胡凝瑾

（摘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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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鸭相机”妙吗？

图片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