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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陪护”病房能否得到广泛普及，医疗护理员是否够用是十分关键的决定因素热点 话题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电梯成为
我国许多高层住宅的“标配”，但随
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电梯已“高龄
化”，在运行时状况百出，影响居民
的正常生活和出行安全。据央视网
7 月 11 日报道，急速下坠、意外困
人、关门夹人……新闻里的各种电
梯故障让人心惊胆战，大问题似乎
不多，小故障却频频发生。即便还

“没出事”，那些老旧电梯发出的吱
呀响声，也不免让乘坐者提着心、吊
着胆。

所谓“高龄”电梯，一般指使用超
过15年的老旧电梯。根据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
年4月，全国“高龄”电梯达73.68万
台，且每年增速在10%左右。其中，
上海作为全球电梯保有量最高的城
市，住宅电梯“高龄率”近三成。

“高龄”电梯的问题并非孤立存

在，在实际运行中，长时间使用使得
电梯难免出现传送部件磨损、电气元
件线路老化、安全部件失效等“老年
病”，隐患多多。当下解决电梯“高
龄”问题的方式，无非是“换”和“修”
两种，一换了之固然药到病除，但面
对电梯更换成本高、耗时长、涉及主
体多、沟通困难等因素，电梯“新生”
并非易事。

可以看到，一些小区在处理电梯
问题时更倾向于“缝缝补补”，现实情况
是，维修往往发生于“事故”之后。作为
电梯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一些物业
公司时常将责任外包给维保公司，进
而出现物业公司“得坐且坐”、维保公
司“敷衍了事”的乱象，维护管理的缺
位，增加了故障发生的概率，终究无法
根除因电梯老化而出现的诸多问题。

电梯作为垂直性交通工具，关系
着居民出门“第一步”与回家“最后一
程”，破解电梯“高龄化”问题，对提升
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改善社区居住
环境、建设安全城市有着积极作用，是
实打实的民生工程与民心工程。因
此，就“高龄”电梯潜在问题，是换还是
修，如何解决资金等难点问题，亟待引
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形成共识。

对于解决集资难问题，从全国来
看，一些地区已经走在前列，可供参
考。比如，一些地方在改造工程中扮
演“引导者”的角色，将高龄老旧电梯
的更新作为一项民生工程，给予一定
资金比例支持，再比如，一些社区采
用“物业维修基金+业主众筹”方式，
在物业维修基金的提取上搭建“绿色
通道”，合力解决资金难题等。

就目前而言，我国法律虽未对电
梯强制报废的年限作出规定，只有主
要部件有明确的报废标准，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提
到，电梯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至少每
15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
查。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对于电梯
是换是修，需要在日常的维护中对电
梯进行科学评估，让电梯“体检常态
化”，因地制宜决定是“修”还是“休”。

安全问题容不得一丝侥幸，对于
电梯是“修”还是“休”的问题，业主不
能失语，物业不能失责，监管更不能
缺位。理想的状态是，居民文明乘
梯、物业严格管理、维保认真检查、监
管执法有力，各方拧成一股绳，形成
合力，才能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
上下楼的每一环。

为减轻家属负担、提供更好
服务，一些地方的医院开展“无陪
护”病房试点，引发社会关注。所
谓“无陪护”病房，是指由接受专
业培训的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
提供 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
服务，实现无家属陪护或陪而不
护。“无陪护”病房日渐增多，这一
模式能否真正成为“一人生病全
家忙”的“药方”?从试点到推广还
要走几步?

家属轮流陪护住院的亲人是
传统做法，但上班族通常没有太多
时间陪护，且白天要上班，晚上到
医院守夜，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尤
其是目前很多独生子女已结婚生
育，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有些独生
子女还在外地工作，面临请假难和
无法及时赶回家等问题，一旦家里
有老人住院，就更加难以应对。随
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这道
难题对家庭的影响势必日显突出。

“无陪护”病房的试点与推广，
切中住院“陪护难”这个民生痛
点。欲明其事，先正其名。《关于加
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
作的通知》明确，医疗护理员是医
疗辅助服务人员之一，主要从事辅
助护理等工作。多地在试点过程
中推出了一些很有创意的做法，也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经验值得
总结，也让民众对“无陪护”病房的

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无陪护”病房能否得到广泛

普及，医疗护理员是否够用是十分
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医疗护理员
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医疗操作，需要
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和护理技能，
医疗机构要承担起培养医疗护理
员的责任，并为住院陪护制定行业
标准与制度规范。当引进外包公
司来承担陪护服务时，医院不仅要
做好技术指导工作，还要站在患者
及家属立场对服务实施监督。

推广“无陪护”病房，还需要化
解经费保障问题。当“无陪护”病
房的成本主要由患者承担，进而可
能大幅增加家庭医疗负担时，“无

陪护”病房服务再周到也是枉然；
“无陪护”病房的成本若由医院承
担，可持续性就会受影响。可尝试
将部分专业陪护费用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目录，并做好住院陪护服务
与商业医疗保险尤其是长护险的
制度衔接等，从而确保“无陪护”病
房能够持续稳定地运行下去。

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
试点的意义所在。“无陪护”病房试
点探索出诸多有益经验需要总结
推广，暴露出人才短缺和经费保障
缺乏稳定性等问题同样需要正视，
只有直面问题并克难攻坚，方能尽
快搬开“陪护难”这块绊脚石。
据《南方都市报》

老旧电梯
是“修”还是“休”应被重视

推广“无陪护”病房
需要做好护理员培训和费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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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观新闻：
抢着扮演野人
带薪“发疯”何以引共鸣

近日，有博主发视频称，在辽宁本溪
关山湖景区扮演野人，工资一个月 5000
元，工作内容就是装扮成野人吓游客。
景区回应称，最近压力大的、精神状态
不佳的、想找个合适地方发疯的、喜欢
上蹿下跳的，都可以报名，不过不能抢
游客午饭。

没有领导画的大饼，没有同事之间的
钩心斗角，没有完不成的 KPI，小脸一涂
黑，假发套一戴，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看似是戴上了伪装，实际是卸下了面具。
在山清水秀的景区奔跑，看见游客就发
疯，这确实够快乐的。人类完成了从猿到
人的进化，但有时像野人那样释放一下天
性，似乎也不错。从整顿职场到“发疯文
学”，再到抢着扮演野人，网友们坐在办
公室里期待“放飞自我”的瞬间，映射出
内心的焦虑。不过，像这样以一种轻松的
方式脱掉在生活和职场中戴上的面具，不
但能释放压力，还是一种自愈方式，不失
为一种健康的宣泄。

新京报：
女孩抓“狼”公安点赞
公开嘉许张扬正气

近日，北京公交警方发文点赞了一名
地铁上挺身而出、制止猥亵行为的女乘
客。该女乘客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 3
日，她在乘地铁时，发现有女孩疑似被猥
亵，随即大声呵斥，拍照取证并报警。

女孩抓“狼”，公安点赞，这样的隔空
互动令人称道。如果说女孩的挺身而出
是一次个体正义的实践，那公交警方的点
赞，便彰显了这种正义，让女孩的勇敢被
更多人看见。此举也是在向社会昭示：沉
默是违法犯罪的帮凶，勇敢地站出来是每
个人的责任。在性骚扰发生时，旁观者及
时介入制止，这对受害者来说就是一种力
量的加持。有了这种帮助，受害者才更容
易脱困。当然，也需要提醒，旁观者在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时候，也一定要
充分评估现场的危险性与复杂性，以确保
自身安全为底线。见义勇为同样需要智
慧，不顾自身安危的冒险不值得鼓励。

北京青年报：
消费积分兑换
不能成为“反向薅羊毛”

“540 积 分 +39.6 元 ”可 兑 换 一 把
伞 ，但 在 官 方 旗 舰 店 同 规 格 伞 仅需
36.99元……据《工人日报》报道，江苏省
消保委近日组织体验人员针对积分兑换
消费进行调查，发现一些积分换购产品
价格虚高等问题。

按照常理，消费积分都是消费者靠着
消费时长、消费金额或者相关的消费活动
一点一点积攒的，消费积分应有一定的价
值属性或变现属性。然而，有些积分商城
的积分却是假积分，消费者用积分换购的
商品比直接购买的商品价格还高。消费
者通过兑换消费积分不仅没占到便宜，还
会被商家薅羊毛、吃暗亏。对此，消费者
应该增强警惕防范意识，市场监管部门、
消协也应找准监督切入点，依法采取约
谈、立案查处、曝光问题、发布消费警示
等措施，倒逼积分商城增强自律意识，恪
守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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