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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倾向于居家

养老，大多数老年人的

现实选择也是如此。如

何提高对这些老年人的

照护水平，各地一直在

积极探索。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探

索推出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依托就近的养老

服务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送到老年人尤其

是失能、半失能、高龄老年人家中，受到老年

人和家属欢迎。

和普通居家养老相比，家庭养老床位在

满足家人陪伴心理需求的同时，照护专业性

明显提高。家庭养老床位不仅是物理上的一

张床，还包含对老人的生活空间实施必要的

适老化、智能化改造，如配备 24 小时远程看

护体系，安装一键呼叫智能设备等，以专业化

管理提升照护质量和水平。

和请一名护理员上门服务相比，家庭养

老床位的优势在于照护服务的稳定性，其背

后的支持体系更强。提供前端服务的是一

名驻家护理员，但提供业务支持的是一个由

医护人员、养老管家、服务人员等组成的团

队。这不仅可以提升照护服务专业性，还能

更好地提供个性化服务，照顾到老年人各方

面需求。

家庭养老床位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家庭养老床位的

发展，创新了居家养老服务方式，不仅有助于

缓解机构养老资源不足，也可以让下沉到基

层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家庭养老床位仍处于起步阶段，发

展和完善的空间还很大。比如，服务质量如

何保证、责任风险如何划分，等等。解决这些

问题，需要在制度化、规范化上进一步发力，

加强家庭养老床位的质量和标准建设，对服

务内容、频次、收费及各方权利义务、风险分

担机制等作出规范，并加强监管。完善家庭

养老床位这一服务新模式，需要政府部门、养

老服务机构、家庭形成合力，也需要更多社会

力量的参与。用好各方面资源，有针对性地

加强扶持，才能推动这项有益探索日益走向

成熟。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紧紧围绕老

年人需求，积极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加强养老

服务能力建设，就能不断提升居家养老水平，

让广大老年人过上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杨彦帆《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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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站票“站价”，乘客权益才能“站起来”

招之即来 王恒／漫画

话题“为什么无座和二等座是同价 ”3日

登顶热榜引发关注。有网友表示不解，“花一

样的钱，却一个舒服坐着，一个只能被挤到厕

所门口去！”12306客服回应称，目前无座售价

与二等座相同。并称，“针对这个问题会进行

记录建议，看今后铁路部门在相关票价进行

修改时是否能采纳。”（9月3日九派新闻）

高铁动车无座、二等座同价，执行了这么

多年，尽管饱受诟病，但大多数人显然已经接

受了这个事实。特别是在春运期间，人们归心

似箭，能够买到无座票乘火车回家过年，已经

成为游子的一种幸福，哪里还计较无座、二等

座同价？然而，人们不计较，并不代表他们对

无座、二等座同价没有意见。对此，早在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郭乃硕就提出

“高铁站票坐票同价不合理”，并建议改进。

不可否认，面对公众对“站票坐票同价”

的质疑，铁路部门一如既往地漠然视之。特

别是，过去有网友为此提起公益诉讼败诉的

经历，更加坚定了铁路部门将“站票坐票同

价”进行到底的“铁心”。

铁路部门此前回应称“站票实行‘站价’，

会使更多人挤向铁路，造成列车严重超员，危

及行车安全”，这显然有点危言耸听。这次，

铁路部门又称，目前的定价是根据国家发改

委文件精神，由铁路运输企业自行定价。言

下之意，实行“站票坐票同价”，铁路运输企业

说了算，外界无权干涉。

从乘车环境和舒适程度来看，站票和坐

票不可相提并论。但凡有过乘火车经历的人，

都曾亲身体验到，买站票乘火车回家，是对人

的意志、毅力和身体的一次考验，如果不是归

心似箭，想必没有几个人能够承受这种痛苦。

从表面看，取消站票，似乎可以体现火

车票价格的相对公平。然而，在春运期间

“一票难求”的窘境下，取消站票显然是行不

通的。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寄望于铁路部门

牺牲部分利益，对买站票乘火车回家的乘

客，释放出人性温情。我们不奢望“站票半

价”，只求能够采纳专家建议，对站票适当打

折减价。也只有通过站票“站价”，乘客权益

才能“站起来”。 汪昌莲

让过去留在记忆，请未来随时可来
生活中，太多的烦恼和忧愁，都是因为过于

眷恋，不肯承认已经离开的人和物，而独自伤

神。让遗憾好好地走，快乐才能快快地来。淡然

地面对生活，释然地放下所有。学会好好告别，

是成长，亦是新生。专注于每一个当下，瞬间也

是永恒。期待未来，有岁月沉淀之美，有人生付

出之美。让过去留在记忆，请未来随时可来。愿

大家都能放下所有，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拥

抱自己，也拥抱未来。 @新华社

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种能力
独处是一种能力，具备这种能力并不是感觉

不到孤独，而是在孤独时也懂得打磨自己。优秀

的人常常能在关键时刻把握住机会，有时就是因

为他们善于利用独处时间为自己充电，提升自

己。当我们能够静思反省，懂得沉淀自己，心灵

才会纯净，心智才会成熟，心胸才会宽广。独处

是一种静美，也是一种远见。当我们学会了在安

静中精进学识，在闲暇时陶冶情操，在独处中修

身养性，就能收获成长。 @人民日报

2023 年秋季开学季，全国多所高校

学费掀起涨价热潮。包括上海、四川、吉

林等地陆续调整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标

准，上涨幅度在10%～54%不等。全国多

所公办高校学费跃升至每学年 4000～

8000元。按照多地已公布的收费标准通

知，此次学费调整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

新办法”，在标准调整前入学的老生不受

影响。（9月3日《每日经济新闻》）

上一次高校大规模学费上涨，还是

在2013年，已经相隔十年之久，所以此次

多所高校集中上调学费价格，引发了大众

格外关注。此次，高校涨学费的理由也很

有底气，诸如财政拨款减少、学校支出增

加、物价上涨等，潜台词就是学费太低，学

校入不敷出，非涨不可了。学费上涨可以

理解，但是，一些高校上涨幅度高达40%、

甚至50%以上，就令人难以接受了。

当前，我国高校经费主要来自财政

补助，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

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学费价格则受政

策控价限制，公办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

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25%，多年始终保持稳定。可见，通过政

策限制高校学费价格，实则是在兑现公

共教育的公益性，不能一味追求教育市

场化，导致学费价格过高，超过普通大众

的承受能力，进而削弱受教育权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9 万元。

其中，城镇居民 4.9 万元，农村居民 2 万

元。可见，高校学费上涨，对城镇居民影

响较小，但对农村居民影响非常大。这

两年，很多家庭经济收入下滑，高校学费

上涨犹如雪上加霜，家庭供养大学生的

负担会进一步加重。

因此，高校学费上涨需要合理有度，

应严格测算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禁止随

意涨价。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

要性愈发凸显，高校不仅是在传道授业

解惑，也是培养人才，为国家竞争蓄力。

高校要站在更高的立场，全盘考虑学费

上涨问题，不能因学费过高，而阻碍了年

轻人的求学之路，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发展。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