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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记者手记

不圆满的全家福

经典的艺术离不开文明的观众

张泰来

今年重阳节，本报推出了“岁
月留影”活动，免费为60岁以上的
老人拍摄全家福。笔者全程参与
活动，在拍摄过程中见证了多个
家庭的故事，有喜，有悲。最让笔
者感到遗憾的是，虽然活动拍了
不少照片，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但这些家庭的全家福几乎没有一
个是“完整的”。

本次活动通知发出后，短短
几天就有近300个报名电话。反响
之强烈超出了笔者的预料。报名
的家庭中，经济条件不好的只是
少数，拍不了“全家福”并不是

“钱”的问题。
报名的读者中，超过80%是60

岁以上的老人，而为老人着想报
名的年轻人并不多。记者上门给
老人拍照，时间也多选择休息日
和晚上。即便如此，一周的活动结
束后，所有全家福中，没有一个是
家庭成员全部到齐，不是缺这个，
就是缺那个。

“平时孩子们要上班，没时
间。”成了众多家庭拍摄全家福的
最大“绊脚石”。我们的工作就这
么忙，连拍张照片的时间都抽不
出吗？

不容否认的是，的确有不少
年轻人因为工作或上学的原因，

常年难以回家。一名当兵的儿子，
16年间只回家过了一次春节，别
人盼过节，他的父母就害怕过节，
看到别人团圆，“越觉得自己孤
单”。有的家长因子女移民国外，
等团聚等了10年。

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工作
地点越来越分散、生活节奏越来
越快，这些变化都给中国传统的
家庭观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但是，除了上述客观限制，子
女们对老人精神需求的忽视也是
重要原因。有的认为拍全家福不
着急，以后有的是机会，最后甚至
留下了终生遗憾。有的认为老人
吃得好、住得好、有钱花就够了，

与和老人团聚相比，自己那摊事
儿更重要……

实际上，这次活动之所以受
欢迎，并不在于免费照片本身，而
在于照片所传递的浓浓亲情。

当然也有让笔者欣慰的地
方，通过本报的活动，不少读者
说，自己认识到了跟老人团聚的
意义。有的甚至表态，即便本报记
者难以为他们拍全家福，他们也
会请人拍摄。

由此，笔者衷心希望，越来越
多的人能常回家看看，让老人们
能多享“全家福”。

（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心
记者）

“欧美经典美术大展”这两天
在省博物馆进行试开放，但因参观
者众多，现场发生了拥堵现象，展
厅的玻璃也受到了损坏。

十艺节来到山东，这让很多老
百姓有了在家门口近距离一睹世
界艺术瑰宝的机会，此次欧美经典
美术大展便汇聚了达·芬奇、毕加
索等艺术大师的名作。

说实话，能够与如此重量级
的艺术作品亲密接触的机会并

不多，好好欣赏一番的急切心情
自然可以理解。不过，在观展的
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小插曲，诸如
拥堵并破坏了展厅的玻璃，有观
众在现场喧哗等现象，不仅与艺
术氛围不搭，还有可能对文物造
成损害。

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有客观原
因，比如，场馆管理方对人流量的
预估不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
体现出很多观众对逛博物馆、看演
出需要遵守哪些规范还很陌生。

十艺节期间，高水平的艺术展
览、文化演出还有很多，这次展览
中出现的小问题，可以说很及时地
为我们上了一堂课。欣赏艺术，首

先要尊重艺术，这既体现在对艺术
家劳动成果的尊重上，如在演出
结束时的掌声；也体现在对营造
良好艺术氛围的自觉上，如不在
看展览时喧哗、看演出时不接听
手机。

改变这些不文明的举止，既有
赖对文明规范的长期教育、训练，
当下也离不开展馆、剧院方面在现
场及时地提醒疏导。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会
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
部分，省博此次展览出现拥堵也可
见大家对艺术盛宴的渴求，从这个
意义上说，文化部门应该及时回应
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此外，

一些不文明现象的出现，也凸显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规则意识的淡
薄。

在十艺节开幕前，组委会便向
社会倡导文明观演，希望这次艺术
盛宴能够展示山东孔孟之乡、礼仪
之邦的文明形象。组委会的倡导既
包括了观看演出时该注意哪些细
节这样的提醒，也有自觉遵守公共
场所秩序这样的倡议。

这些要求并不高，与我们日常
所见的各种规则并无二致。从中也
可以看出，做一个文明的观众，并
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识，无非是对文
明规范的自觉体认，对规则的自觉
遵守。

记者来信

李钢

济南一由医院办的老年公寓被停
止了医保报销资格。这引起了人们关
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讨论。

现在大部分医院和养老院相互独
立，老人一旦生病，就得奔波于家庭、
养老院和医院之间。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不少老人千方百计长住医院。不仅
加重了家庭负担，还会造成医疗资源
的浪费。

在这种背景下，把医疗和养老合
二为一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被提了
出来。在这种养老模式下，老人住在养
老院就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这样既
免去了老人和家属来回奔波，也可以
减少高端医疗资源的浪费。

为了使用医保，有医院开办的养
老院当老年患者在病情稳定时采取

“养老院”的模式，一旦到老人需要治
疗时就办理住院手续，将其转成“住院
模式”，这样老人的治疗费用就可以用
医保报销。

这确实方便了老年患者，但也
为滥用医保基金提供了便利。有些
不需要住院的老年人可能借此转成

“住院模式”，甚至将养老费用也用
医保来报销，势必会损害其他参保
人的权益。

我国现行的医保制度只能保障
基本医疗需求。因此，医保基金不可
能为养老埋单，但特殊养老需求也
不能不照顾。在“医养结合”的养老
模式中，医保可以谨慎参与，为这类
老年人医保报销提供一些便利。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
者）

“医养结合”应尽快

解决技术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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