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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 孙元金全神贯注
地讲课；走廊上，孙元金的母亲
韩树芳正在打扫卫生……孙元
金是山东济南某中学的教师，
每天带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母亲一起上班， 母子俩成为校
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带妈妈上班”，一个温馨、
感人的故事。古人云：“夫孝，德
之本也。 ”在这个故事里，一位
被疾病困扰的母亲， 一所选择
接纳的学校，孝顺的儿子、有爱
的校长、友善的同事、可爱的学
生， 携手以温柔的善意改变了
故事的原本走向， 让人们直呼
暖心。

不过， 倘若将故事的暖色
调剥离出去， 其背后的问题着
实让人轻松不起来。《2023 中
国阿尔茨海默症数据及防控策
略》显示，我国现有阿尔茨海默
症患者近 1000 万人。中国老龄
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
示，截至 2022 年末，我国失能
老年人大约有 4400 万人。相关

研究预测，2030 年我国失能老
年人数量将超过 7700 万人，他
们平均要经历超过 7 年的失能
期。 每一个数字，都意味着一个
个“小家”的负累，都是令人望
而生畏的课题。

老年人就医养老，是家事，
也是国事。 失能失智老年人养
老，自然也不只是家务事。 透过
新闻报道，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
有关照护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故
事。 今年初，大学教授胡泳的文
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 24 小
时照护者》在网络上刷屏，文章
细细讲述了照顾阿尔茨海默症
重度患者的艰辛和不易， 令人
唏嘘不已。 故事或温暖或沉重，
其“内核”都是一样的：一人失
能，全家失衡。 统计数据显示，
89.9%的失能老年人更愿意选
择在家里接受照护， 这意味着
家庭之累仍将是长期难题。 将
患者家属从沉重的照护工作中
解脱出来，并不现实，如何更加
有效地分担， 应当成为我们思

考的重点。
比如， 在经济上减

负。 2016 年 6 月份，人社
部启动了长护险试点，
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

护予以补贴，为大量家庭减轻了
负担。 如今，失能老年人随子女
异地生活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
现实选择， 探索长护险异地结
算、跨地区享受待遇，值得我们
进一步深入探索。

再如，在“人手”上支援。 照
护失能失智老年人是技术活、是
耐心活、是“马拉松”，尤其照护
重度患者，难度更大。 长护险提
供的专业照护服务能否进一步
加大频次，各地政府部门、公益
组织等探索的“喘息服务”“爱心
助浴” 等项目能否再多一些，针
对家庭照护者的公益培训能否
更加深入……当援手越来越多
时，当支持形成一张网时，家属
的负担就能少更多。

还有，在设施上保障。 一些
地方正在探索为经济困难的失
能、部分失能老年人提供家庭养
老床位，将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
延伸。 很多城市积极推进老年人
居家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居家
养老护航。 这类服务，多多益善。

当然，社会的包容、接纳也
必不可少。“带妈妈上班”虽然很
难复制，但倘若各方面情况都适
宜，这样的温情故事，类似的体
谅呵护，不妨再多些。 ①2

让照护力度跟上老龄化速度
□夏振彬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自由不是懒惰， 更不是为所欲为，而
是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价值。

●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
好人的过度沉默。

●过于夸大问题和困难的人，不是被
吓傻了，而是在准备逃跑。

●私德如内衣， 脏不脏自己明白；声
誉如外套，美不美由外人评定。

●当你解开了一道关卡，生活又会给
你设置更多的关卡；人生就是不断解锁的
过程，虽然心累，必须前行。

●旁人能看见你的疤，却始终感受不
到你的痛。

●拥有一个新目标， 或做一个新的
梦，什么时候都不晚。

●幸福并非那种已经拥有的东西，而
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行动。

●拥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
到的美。

●人生，不属于你的终会失去。
●不要把欲望等同于需要，做真实的

自己，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别奢求收获与付出对等、得到与努

力持平，与其纠结于落空的梦想，不如投
入下一次追逐。

●事业不需惊天动地， 有成就行；情
意无需甜言蜜语，真诚就行；金钱无需取
之不尽，够用就行。

●学会沉默， 不是叫你变得冷漠，是
叫你张口闭口把握得当；努力奋斗，不是
叫你不顾健康，是叫你不断提醒自己不要
堕落。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材料都准
备好了才下锅。

●成熟的标志是： 学会了思考和理
解，放弃了鲁莽和愚笨。

●做每一个年龄段该做的事，一旦提
前享受，以后就会难受。

●不求一夜成名，只求有人共鸣。
●从小种了一颗痘在脸上，长大收获

了一脸的坑。
●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条康庄大道

时，它已经是一条羊肠小道了；当所有人
都认为这是条羊肠小道时，它已经是一条
康庄大道了。 成功是一种个性，而非共论。

●思想总是来晚一步，诚实的糊涂却
从不迟到；理解总是稍显滞后，混乱的愤
怒却一马当先；想法总是姗姗来迟，幼稚
的道德说教却捷足先登。

●据说，毁掉一首好歌的方法就是把
它当闹铃，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就是把它
划进考试范围，毁掉一个暗恋对象的方法
就是向他（她）表白，毁掉一个向往之地的
方法就是节假日去那里。

●当你发现时间是贼时，它早已偷光
了你的选择。

●在饭桌上批评孩子， 大人伤脾，孩
子伤胃，全家伤心。

●没人理解仙人掌的悲哀：防备了别
人，孤单了自己。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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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盛夏， 冷饮市场又迎
来了销售旺季。 记者走访多家
商超、便利店发现，雪糕、冰淇
淋的价格逐渐回归理性， 呈现

“掐头去尾中间化” 的趋势，其
中，3 元至 5 元的价格区间成
为主流。

前两年， 雪糕界刮起一阵
“贵族风”， 以钟薛高为代表的
网红雪糕和茅台冰淇淋等高端
冰淇淋受到追捧。 登录社交平
台，各种举着“天价”雪糕的打
卡照扑面而来， 还有很多网红
进行测评，狠狠地“薅”了一波
流量。

经历了“雪糕刺客”的舆论
风波之后，“天价”雪糕迅速“退
烧”。 曾经高不可攀的钟薛高，
线下零售渠道已经难觅踪影，
经营者更是因为欠债而直播卖
红薯；曾经卖到 50 元一盒的茅
台冰淇淋， 多家门店已经暂停
营业， 有些门店甚至以 9.9 元
的价格甩卖临期产品。 在一些
主流商超、便利店，口味大众的
雪糕重回“C 位”，售价 5 元左
右一根，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心
头好”。

雪糕界的“贵族风”，来也

匆匆去也匆匆， 其实是市场规
律使然。 雪糕价格走高，看似一
两个品牌异军突起带起风潮，
实际上是整个行业想要走出一
条高端化路线， 试图通过高档
原材料、品牌联名、造型创意等
营销点，将雪糕价格抬上去。 然
而，事实证明，这条路子与消费
者的情怀和期待背道而驰，注
定走不长远。

说实在的，一根雪糕，无论
再怎么用料高级、 再怎么精心
制作，成本也是有上限的，动辄
定价四五十元甚至上百元，其
中有多少是营销出来的溢价，
商家心知肚明。 消费者或许会
一时“上头”跟风，但肯定不会
一直傻傻地做“冤大头”，吃一
两次尝尝鲜可以， 但经常吃的
话， 还是会去选择那些价格合
适、味道可口的“老朋友”。 更何
况，一些“天价”雪糕噱头大于
实质， 贵得完全没有一丁点儿
道理， 让消费者有种被戏耍的
感觉，这导致市场对“天
价”雪糕从追捧迅速转为
冷淡，毕竟消费者的真实
需求才是市场的最终风
向标。

雪糕重回“5 元时代”，并不
意味着消费降级，反而是市场更
加健康、务实的表现。 与其说是
消费者变得冷静，不如说是这种
在夏天为大家带来满满幸福感
的平民食品， 回归了应有的本
色。 小伙伴们人手一根雪糕，享
受放学路上的凉爽和甜美，是很
多人儿时最亲切的记忆之一。 如
果这样的雪糕变成吃不起的“奢
侈品”， 消费者当然会觉得费解
和失落。 雪糕卖的不仅是口味，
还是一种无法取代的旧日情怀。
商家要想做出真正的“爆款”，就
要弄清楚消费者需要的到底是
什么。

雪糕回归平价，并不意味着
商家可以“躺平”。 价格下来了，
竞争会更加激烈，谁能在好吃不
贵的基础上，于材料、口味、包装
等方面更加用心，打造差异化的
产品， 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创
意，谁就能在这个夏天抓住消费
者的心。 ①2

别了，“雪糕刺客”
□屈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