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武汉汉阳区民政局 （老

龄办） 与美好志愿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上 ， 确定该区今后将建设更多

“幸福食堂”，

65

岁以上老人三餐

只需

10

元，

90

岁以上老人可免费

就餐。

近年，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

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成为养老难题

之一。 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刚

性需求和养老压力， 一些地方相继

出现 “幸福食堂”， 为独居老人提

供营养丰富的一日三餐和丰富的文

体活动， 让老人们乐享晚年。 这一

敬老养老服务模式开了好头， 不仅

为独居 、 空巢老人提供了可口餐

食， 而且还提供了富足的 “精神食

粮 ”， 这样一个交流聚会的平台 ，

无疑也让老人们身心得到了慰藉。 由

此可见， 加快推进为老服务发展， 探

索公益养老样本 ， 值得复制和放大

“幸福食堂” 模式。

但是 ， 如何让更多的 “幸福食

堂” 行稳致远生存下去， 也是我们要

认真思考、 不断改革探索的一个紧迫

课题。 整合撬动各级、 各方面资金，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设立 “幸福食

堂” 公益性岗位， 并以公益性捐赠补

贴用餐成本不足部分， 如此做法值得

我们借鉴学习。 毋庸置疑， 保持公益

属性应是 “幸福食堂 ” 始终坚守的

“初心”。

首先， 从政府层面来说， 要积极

扶持为老服务组织， 大力培育 “幸福

食堂” 等为老服务主体， 简化审批手

续， 给予一定的政策、 资金、 硬件设

施的支持 。 其次 ， 争取各种社会企

业 、 社会组织支持参与为老服务项

目， 凭借优质的服务和价廉味美的公

益品牌号召， 面向社会普通群众定制

快餐等，藉此弥补“幸福食堂”的亏损。

此外，还要扩展“幸福食堂”服务外延，

提供娱乐、心理慰藉等服务，使之真正

成为服务老人的公益品牌。

实践证明， 只要我们整合资源，

凝心聚力 ， 通过优化流程 、 细化服

务、 强化引导， 打造敬老多元化服务

的新模式， 探索运用市场补公益的新

路子 ， 逐渐形成政府补助 、 社会捐

助、 个人自助的可持续、 可复制发展

模式， 更多的 “幸福食堂” 定会在各

地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正视“妈妈争夺战”背后的情感诉求

付 彪

没人注意到

5

岁女孩悠悠从哪

天开始不那么爱笑了。 一丁点小事

也会让她发火、 尖叫或是歇斯底里

地大哭， 连安慰的话都像是旺火上

的油滴， 引得她的怒火蹿得更猛。

生了二宝刚出月子没多久的悠悠

妈， 不得不带着 “问题大宝” 悠悠

四处求医。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检查

后， 悠悠最终被确诊患有轻度 “同

胞竞争障碍”。

所谓 “同胞竞争障碍”， 是指

随着弟弟妹妹的出生， 儿童出现某

种程度的情感紊乱。 主要表现为，

对弟弟妹妹有明显敌意或攻击性，

爱发脾气或各种能力 “退化”， 学

业成绩下降 、 人际关系紧张 ， 等

等 。 随着 “全面二孩 ” 时代的到

来， 大宝排斥弟弟妹妹已成为一个

普遍现象， 应该引起关注。 曾有人

在幼儿园大班调查了

96

个孩子 ，

其中九成孩子拒绝要个弟弟妹妹， 最

主要的反对理由是 “有了弟弟妹妹，

爸爸妈妈就没那么疼爱自己了”。 很

多大宝都会和悠悠一样， 出现各种不

同的心理与行为问题， 无非都是想从

“对手” 那里重新 “抢回” 父母对自

己的关注和疼爱。

换句话说， 造成 “妈妈争夺战”

的原因 ， 正是大宝不平衡心理在作

祟。 妈妈把重心放在小妹妹身上 ，

对她的关 爱 明 显 减 少 ， 不 可 避 免

会让她产生 失 落 感 和 挫 败 感 。 值

得警惕的 是 ， 如 果 父 母 忽 视 大 宝

的内心诉 求 ， 使 其 情 感 需 要 得 不

到满足 ， 孩 子 这 种 负 面 情 绪 往 往

会持续很 久 ， 甚 至 有 可 能 做 出 极

端的事情， 导致悲剧发生。

由此看来 ， 基于 “同胞竞争障

碍” 的病理学分析， 我们当然不能责

怪大宝的无知， 而应当反求诸己。 在

这方面， 有关专家开出了方子， 比如

从怀孕开始到二宝出生， 都让大宝了

解和参与全过程， 让其体会到自己在

家中的价值； 在照顾好二宝的同时，

主动体会大宝的苦恼， 尊重大宝的诉

求， 并给予足够的关爱和陪伴， 让大

宝深切感受到自己和二宝一样， 永远

都是父母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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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发声

不妨复制放大“幸福食堂”养老模式

张忠德

“抗日神剧”外传成书需要“冷思考”

周卫国

据 《环球时报》 的消息， 这段

时间， 一本汇总了

21

部抗日神剧

的 《抗日神剧读本： 出乎意料的反

日·爱国喜剧》 在日本发售， 引发

热议。

这本书的作者叫岩田宇伯， 是

一位住在日本爱知县的普通居民。

在他的书里， 汇总了

21

部抗日神

剧， 合计

678

集、

30180

分钟， 附

带剧集简介、 演员采访、 梳理复杂

的故事梗概 、 图解庞大的人物关

系， 以及对某些拍摄画面的神吐槽

…… 书名直译过来是 《中国抗日

神剧读本： 出乎意料的反日·爱国

喜剧》， 封皮中间是名女军官， 左

边是国民党， 右边是新四军。 此书

发售一周， 便在日本社交网络上的

热度持续升高， 有日本网民感叹，

没想到就连 “那样儿” 的内容都能

编成书。

这书中所列举的抗日神剧， 早

就被国内观众集体吐槽， 当时的国

家广电总局就曾下过整改与禁播

令， 不想却还是 “谬种流传”， 传到

了日本而热销。

抗日神剧是指将抗日战争游戏

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

痴化的一种电视剧。 在我国出品的抗

日题材的影视剧中， 当然有很多优秀

的作品， 如 《八路军》《亮剑》《太行山

上》等，但更多的是“神剧”迭出，大有

“不把人雷死不作数”之感。

在这些抗日神剧中， 从手法看，

神功、 神刀、 神枪、 神掌、 神器， 神

出鬼没， 怎么神怎么来； 从地域看，

东北 、 华北 、 华南 、 华东 ， 再到西

南， 无处不在； 从作战方式上看， 拍

完了正规战与游击战、 正面战与敌后

战、 扫荡战与破袭战之后， 大肆玩起

了特种战、 谍报战、 细菌战； 从交战

对象看 ， 从拍以男人 、 男军人为主

体， 再到土匪复仇、 大侠当道， 乃至

美女组团为主线， 甚至还有拍日军内

部无所不能的美女军官。 不知那些导

演与编剧是否知道 ， 经军史专家考

证 ， 自

1931

年 “九一八 ” 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投降 ， 在日本侵华战争

时期， 等级严苛的日军中， 从未有正

式的女军官、 女军人存在， 那个颇为

知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穿日本军服的

照片， 也是其私自着军服拍摄的。 正

是这胡编乱造、 不尊重历史、 过度娱

乐化， 成为助长 “抗战神剧” 野蛮生

长的主因。 原本是严肃的抗战剧， 竟

然出现很多夸张、 雷人的虚构场景，

甚至还要拍成武侠剧、 科幻剧、 爱情

剧、 娱乐剧。

须知， 影视剧作为大众化的文化

产品 ， 不单单是赢得市场 ， 获得收

益， 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记录历史，

传播价值， 引领社会。 如果抗战剧是

像拍古装剧、 仙侠剧那样一味地戏说

与神化、 娱乐与简化， 那么， 这段不

能遗忘的抗战历史 ， 将很可能成为

“笑话”， 甚至可能被历史所抛弃。

当 “抗日神剧” 外销成为一种笑

料 ， 这样的影视垃圾次品 ， 不要也

罢。 “抗日神剧”， 可以休矣， 当立

休矣！

赛龙舟不穿救生衣

的警示

4

月

21

日下午

1

点

40

分左右 ， 广

西桂林秀峰区鲁家

村村民在桃花江划

龙舟时 ， 两艘龙舟

发生侧翻 ， 翻船的

龙舟长

18

米， 荷载

30

人 ， 发生碰撞翻

舟时落水人数约

60

人， 截至当晚

10

点

15

分 ， 搜救工作全

部结束， 共造成

17

人遇难。

1.

中国龙舟协会有明确规定 ： 参与龙舟比赛期

间， 所有人必须身穿救生衣； 另外， 参与者要具备

水性， 至少能够游

200

米以上； 所有的参与者都要

出示县级以上医疗单位提供的健康证明， 而且个人

还要签署健康承诺书。

这场灾难是种种违规的后果， 当地也没有认真

评估赛龙舟水段是否安全和适宜。 各方都认为， 此

次发生事故的水域危险， 不适合龙舟比赛， 是没有

批准的自发行为。

这场灾难令人警醒！ 安全无小事。 如果中国有

一个全国性的回顾性研究或大型研究， 调查清楚赛

龙舟穿救生衣与不穿救生衣死伤人数的差别， 并以

此为据， 制定强制性的赛龙舟必须穿救生衣和其他

规定的法规， 将会减少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评论员 张田勘

2.

尽管桂林市龙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当地

习俗， 龙舟队员一般没有穿救生衣的习惯。 “类似

滚水坝较为常见， 龙舟队常有冲越滚水坝行为， 但

此前从未听说出过事。” 但公众稍加追问便可发现，

龙舟翻船致

17

人溺亡悲剧的发生， 不能完全让 “漩

涡” “习惯” 背锅。 假如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加强管

理， 阻止未经批准的划龙舟活动； 假如应急响应机

制给力， 救援更及时有效； 假如龙舟协会不满足于

组织赛事， 对安全事宜给予足够重视， 可能规避这

场因划龙舟引发的重大溺亡悲剧。

只因过去从没听说过出事， 便心存侥幸、 麻痹

大意， 显然既没道理更不负责任， 暴露出安全责任

意识的缺失和公共管理机制的缺位， 某种意义上说

也不啻是民生情怀的缺失。

———评论员 高 谭

1.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大学生的阅读情况

如何？ 一项针对大学生阅读情况的调查显示， 近九

成学生喜欢阅读， 然而超五成学生认为自己的阅读

量较低， 近八成学生认为 “沉迷手机电脑等电子产

品” 导致阅读量缺乏。

在笔者看来， 对于部分学生因沉迷手机电脑而

减少阅读的情况， 与其批评电子产品的 “诱惑”， 不

如努力营造阅读的氛围， 培育阅读的习惯， 让读书

也成为一件富有诱惑力的事。

阅读需要氛围，这个氛围的培育，需要政府和社

会的共同努力。 如果各色书店逐步被市场逼退，如果

书报亭之类的城市文化血管被挖断铲走，大街小巷没

了书的踪影，阅读的氛围会越来越淡。 大学里，不缺运

动明星、歌唱天才 、选美冠军 ，不缺别具创意的求爱

者，不缺考研考公务员的“大神”，唯独缺少阅读的氛

围。 长期以往，阅读将越来越难以走出“仅仅说起来重

要”的泥沼。

———评论员 李思辉

2.

家庭过期药品已被明确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 然而，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长期以来， 过期药

品并没有被专门回收和处理。 隐藏着极大的环境污

染风险。

过期药回收后不可再利用

,

这是过期药回收无法

按商业模式进行运营的根本原因。 但从环境保护的

长期利益来看

,

对过期药予以回收势在必行

,

且无法回

避

,

不然无法对子孙后代交代。 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

,

每个公民都是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

,

都应对自己行为

给环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尽管我国法

律并未规定公民应当履行过期药回收的义务

,

但通过

回收渠道处理过期药

,

应成为每位公民应尽的社会义

务

,

这一点应当大力宣传

,

使之成为社会共识。 当然

,

相

应的激励措施和管理手段也应配套跟上。

———评论员 许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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