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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嫌嫌老老人人脏脏，，抱抱怀怀里里帮帮她她取取暖暖
平度五学生在潍坊施救走失老人，家属跨市感谢

3月3日，家住潍坊的张
雪婷专门跑到了青岛平度，
给山东省华侨中学送来一
面锦旗，对该校的五名学生
表达谢意。这是为啥？原来，
今年1月底，张雪婷患有老年
痴呆的70多岁的母亲走失，
找了两天没找到。恰巧在潍
坊学院进修的华侨中学的
五名学生发现并照料老人，
最终联系到了老人家属。

“那天，我和几名同学正准备
去教室上课，结果在路边发现了
那位老人。”3月8日，山东省华侨
中学高三8班的学生付佳宸说。

2月1日早晨7点50分左右，正
在潍坊学院进修的付佳宸和另外
四名同学在去教室的路上，发现
一老人蜷缩在路旁，衣衫褴褛，鞋
子压在腿下，光着的脚沾满了杂
草灰土。他和同学上前询问，可
是，因老人近乎冻僵，神志不清。
有一名女同学将自己的手套摘下
来，套在老人裸露的双脚上，还有
女同学将衣服披在了老人身上。

之后，五名学生商量，由付佳
宸和刘原超俩男生在原地照顾。
庄江璐、于明珠、周晓涵三名女生
回宿舍给老人拿吃的和衣服。

拨打120后，救护车随后赶到，
五名学生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
并给她喂热水、面包，还给她多穿
了些衣服。“在车上看到老人呼吸
急促，我就把老人的头放在我的腿
上，让她呼吸顺畅一些。”

付佳宸说，有一名同学在微
信朋友圈看到一则寻人启事，根
据照片他们断定，这位老人正是
启事中那位走失的老人，他们拨
打了寻人启事上预留的电话。

“我在电话里一听到老人找
到了，当场就控制不住大哭了起
来。”老人的女儿张雪婷说。

张雪婷的母亲今年74岁，患
有老年痴呆，1月30日从家中走
失。家人报警后通过张贴告示、转
发微信等途径寻找，找了两天都
没找到。接到母亲找到的消息，压
抑了两天的张雪婷痛哭出来。

大约过了15分钟，张雪婷开
车来到潍坊学院。“我们赶到现场
发现，当时满身泥土的母亲正躺
在付佳宸同学的怀里。”张雪婷
说，这个18岁的男孩，一点都不嫌
弃，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
老人。母亲的身上还披着一名女
同学的厚衣服，肚子上还放有一
个暖水袋，双手戴着棉手套，一名
女同学正在给母亲穿棉袜。

“社会上就需要他们这种充
满爱心的人，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当面感谢。”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
一个多月，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张
雪婷仍然心存感激。

寻找爱心学生的过程颇费
周折。把老人安顿好之后，张雪
婷回到潍坊学院寻找救人的学
生，不过她被告知，帮助自己母
亲的五名学生是华侨中学的学
生，进修学习结束后已经返回
平度。

于是，张雪婷又马不停蹄赶
到平度感谢学生，并送来锦旗。

“其实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要是换作别人也会这样去
做。”对于自己和同学的行为，付
佳宸这样评价。

华侨中学负责人介绍，五名
同学面对处于困境中的老人，主
动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回答了
该不该扶、应不应救的问题，做了
好事还不留名。学校已将五名同
学列为2016年学雷锋标兵。

本报记者 李飞

8日，山东省妇联对外发布我
省早期家庭教育现状调研成果。结
果显示，0-3岁的婴幼儿缺父爱，与
52 .2%的母亲每天陪孩子玩耍4小
时以上相比，父亲比例仅有9.8%。

近八成父母

希望孩子自己带

8日上午，山东省早期家庭
教育现状调研课题组主要负责
人———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教授王美芳发布了研究成果。去
年，课题组从济南、济宁、临淄三
地选取婴幼儿家长作为调查对
象，回收有效调查问卷868份。

在对婴幼儿带养方式的调
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的婴幼儿是
由父母或祖辈带养，51 . 3%的婴
幼儿由父母带养，36%的婴幼儿

由祖辈带养。具体而言，母亲对
婴幼儿饮食、玩耍等各项日常生
活照料得最多，其次是祖辈。

对家长期望的带养方式的调
查中发现，76 .4%的家长期望孩子
由父母自己带养，仅有6 .57%的家
长期望由祖辈带养。进一步分析发
现，在这些期望由父母自己带养婴
幼儿的家庭中，有59 .8%的家庭目
前由父母自己带养婴幼儿。在期望
由祖辈带养婴幼儿的家庭中，有
80 . 7%的家庭目前由祖辈带养婴
幼儿。

“家长已经意识到隔代教养的
弊端。”王美芳教授介绍，近半家长
完全认同在“隔代亲”的影响下，祖
辈一般容易对孙辈溺爱、放纵。

“父亲赚钱养家，

母亲照顾全家”

统计数据显示，69 . 5%的家

长希望母亲成为婴幼儿的主要
教养人。王美芳教授分析，这可
能是因为母亲能够敏锐察觉并
能及时满足婴幼儿需求，并且母
亲一般较为温柔、细心。但也有
23 . 5%的家长希望父亲也能够承
担婴幼儿主要教养人的职责。

“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很少参与
到婴幼儿带养之中。”

“父亲教养可以缺失的观念仍
旧存在。”王美芳教授表示，“父亲
赚钱养家，母亲照顾全家”这一传
统的家庭角色观念已深入人心。

研究发现，母亲与婴幼儿互
动 交 流 时 间 远 远 高 于 父 亲 。
52 . 2%的母亲每天陪孩子玩耍4
小时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只有9 . 8%的父亲能够做到。

王美芳认为，父亲对婴幼儿教
养影响亦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母
亲无法替代的。如父亲能给予孩子
竞争性的社会意识，在帮助孩子解
决权威、道德品质发展、自我控制、
自信心和成就感等方面的问题时，
父亲是非常重要的榜样。

近七成家长认为

不用和孩子讲道理

研究发现，家长重视“陪伴”对
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影响，
87 .1%的家长完全同意“经常陪孩
子玩耍，会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
展”。这一结果表明，“陪伴是最好
的教育”这一教育理念盛行。

但在早期家庭教育中，家长

“重养轻教”的现象仍然存在。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 . 9%家长
完全同意“0-3岁孩子太小，只要
吃好喝好就行，没必要教育”这
一观念，67 . 7%的家长完全赞同

“0-3岁孩子太小，听不懂道理，
不用和他们讲道理”这一观念。

王美芳分析，这两种错误的
教育观念，可能是家长对教育概
念认识上存在误区，如家长可能
将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将幼儿
园作为孩子教育的始发站，忽略
了家庭教育的影响。然而，已有
研究表明，从婴幼儿出生起，他
们就有学习能力和巨大的发展
潜力。身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长的早期教育对孩子未来一
生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本报记者 宋祖锋
通讯员 杨发鹏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当面感谢”

满身泥土的母亲

躺在男孩怀里

女生脱下手套

套到老人脚上

山东省早教调研成果发布

九九成成娃娃缺缺父父爱爱
多多是是妈妈妈妈带带

几名学生在车上照顾老人。 受访者供图

调研对象现在和期望的带养方式

父母带养 祖辈带养 早教机构带养 保姆带养 寄养别人家庭 其他

■现在的带养方式

■期望的带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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