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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特约评论员 唐骋华

近段时间，不少咖啡厅、酒

吧、民宿、农家乐打出“青年养老

院”的牌子，吸引二三十岁的年

轻人前来喝咖啡、聊天、种地、晒

太阳……享受所谓的“养老”生

活。这在青年人群体中形成一

股“潮流”，也在舆论场上引起争

论。有人认为年轻人是在逃避

责任，不值得提倡；也有人认为，

当前竞争激烈、压力巨大，年轻

人用“暂时养老”的方式调整状

态，我们应当包容。

其实，仔细分辨这些“青年

养老院”的实质内容就能发现，

它们并不具备养老的基本设施

和功能，也没有护理人员、保健

医生等，相关服务无从谈起。除

了更换名头，它们依然是咖啡

馆、民宿……说白了，将“养老”

和“青年”挂钩，无非是商家用于

招徕消费者的噱头罢了。而热

衷于此的年轻人也心知肚明。

所以他们不是冲着养老去的，而

是另有所图。

在这里，语词的能指和所指

发生分离，“养老”已然脱离日常

语境，变换了内涵。对年轻人来

说，“养老”具有双重含义。首

先，“养”意味着肉身从生存困境

中解脱出来，能愉悦地享受生

活；“老”则代表在社会关系中占

据较高位置，从而避免很多针对

年轻人的刻板偏见，获得精神上

的释放。这种肉身解脱和精神

释放所带来的自由度和松弛感，

才是年轻人内心渴求的。

那为什么要去“青年养老

院”寻求呢？因为它们大多位于

远离市区的郊区或乡村。远离

市区也就远离无处不在的喧嚣、

远离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助

于人慢下来、静下来，细细体会

生活的乐趣。更重要的是，“青

年养老院”这块招牌产生的聚集

效应，吸引了一大批人。他们来

自天南海北，有不同的成长轨迹

和职业背景，因为相近的感受、

共同的需求走到一起，互相取

暖、慰藉。

从这个意义上，“青年养老

院”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年

轻人在这个场景中放松身心，寻

找同温层，收获“满血复活”的充

实感。

当然，“养老”只是暂时的。

经过一段时间调适，人们终究要

回归原有轨道，重新考虑如何与

自身、与他者相处。对此，人类

学家项飙“重建附近”的提议值

得参考。项飙认为，年轻人出于

种种原因逃离身边的小环境是

可以理解的，但逃避不解决问

题，反而加剧虚无感。项飙建议

年轻人从自己的“附近”着手，多

和周遭的人与事打交道。比如，

和一起乘电梯的邻居聊聊，和小

区保安交谈、观察沿街商铺的生

态等。通过对一草一木的观察、

了解，重新构建自己和周边、和

社会的关系，从现实中汲取力

量。

“青年养老院”映射了年轻

一代的心理状态和需求，是年轻

人在高强度、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中试图找到平衡点。但是，真正

的成长需要面对而非逃避困难，

需要积极与周边环境建立联系，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关切一：增设专章进一
步保障学前儿童权益

为了进一步突出对学前儿
童的权益保障，学前教育法草案
二审稿最显著的修改就是增设

“学前儿童”一章作为第二章，整
合草案有关学前儿童权益保障
方面的内容，同时增加、完善相
关规定。

“教育领域法律对于受教育
对象基本上都有专章规定，因为
各级各类教育对象表现出不同
的认知水平、身心发展特点和教
育需求，具有明显的教育差异
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
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表示，学
前教育立法应当以学前儿童为
中心，所以专设“学前儿童”一章
很有必要。

在新增的一章中，草案二审
稿明确，学前儿童享有生命安全
和身心健康、得到尊重和保护照
料、依法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等权
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促进适龄儿童在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
方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
幼儿园园长王海英认为，草案二
审稿对学前儿童基本权利进行
相对详尽的规定，既是学前儿童
特殊的身心发展状况所要求的，
也是社会的照护义务所决定的，
将更有利于保障学前儿童的身
心健康成长。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学前儿
童因特异体质、特定疾病等有特
殊需求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及时告知幼儿园；幼儿园应
当予以特殊照顾。

记者了解到，在实践中，一
些幼儿园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儿
童已经采取一定的特殊照顾措
施。江西省芦溪县源南乡中心
幼儿园园长刘玉丹介绍，该园教
师在幼儿入园前，会向家长全面

了解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并做
详细记录，纳入幼儿健康档案；
制定菜谱时根据过敏体质幼儿
需求替换菜品；对于有特殊需求
儿童的班级尽量增加教师数量。

刘玉丹建议，在立法基础
上，幼儿园和学生家长应当建立
更加密切的家园联系机制，加强
情况沟通、促进家园共育。

关切二：强化幼儿园校
园及周边安全风险防范

近年来，幼儿园安全问题受
到社会高度关注。对此，学前教
育法草案二审稿对强化幼儿园
校园及周边的安全风险防范措
施作出进一步规定。

草案二审稿规定，幼儿园应
当落实安全责任制相关规定，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责
任制度，完善安全措施和应急反
应机制，按照标准配备安全保卫
人员，及时排查和消除火灾等各

类安全隐患。
“安全是促进幼儿终身健康

成长的基石。”薛二勇说，“幼儿
园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必然会涉
及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理，必须
建立完善可靠的突发事件应急
处理机制，提高应急管理能力。”

王海英建议，幼儿园应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安全教
育，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
园每学期都会开展防火、防震等
安全演练，有效提高了幼儿园的
紧急处置能力。”

幼儿园对学前儿童在园期
间的人身安全负有保护责任。草
案二审稿规定，幼儿园发现学前
儿童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
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
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向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

中国发明协会学前创新教
育分会会长程淮认为，食品安全
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人身

安全风险等是在园幼儿日常面
临的主要风险。幼儿园教职工
应增强责任心和主动防范意识，
不仅将消除安全隐患落实到制
度上，更要落实到日常工作细节
中。

王海英表示，幼儿园应建立
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鼓励
社区居民、家长等社会力量参与
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形成全社
会共同关注学前儿童安全的良
好氛围。

关切三：妥善安置各类
学前儿童

公平接受学前教育，是每个
学前儿童的权利。针对一些地
方出现的残疾儿童“入园难”问
题，草案二审稿提出，普惠性幼
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
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为其提
供帮助和便利。

此外，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与幼儿园就残疾儿童入园发生
争议的，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进行全面评估，并妥善解
决。

程淮认为，让能够适应幼儿
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不仅保
障了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而且
体现了“融合教育”的理念，有利
于帮助残疾儿童融入之后的义
务教育学习，进而更好融入社
会。

草案二审稿同时规定，招收
残疾儿童的幼儿园应当配备必
要的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康复
人员，根据残疾儿童实际情况开
展保育教育。

刘玉丹表示，当前，普惠性
幼儿园保障残疾儿童入园还存
在一定困难。照顾残疾儿童对
普惠性幼儿园的师幼比和老师
的专业能力、素质等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她建议学前教育立
法中可以进一步明确界定“适应
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保障
残疾儿童获得更加科学合理的
照料和发展。

近年来，幼儿园突然关闭的
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妥善安置有
关在园儿童、退还已缴费用成为
群众关切。

针对此类现象，草案二审稿
明确，幼儿园变更、终止的，应当
提前六个月向县级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告，
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妥善安置在
园儿童。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六个月
的公示期符合我国学期制的时
间规律，便于妥善安置在园儿
童，完成幼儿园的关停并转等工
作。

薛二勇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出生率和人口流动等大数
据做好预测和研判，为辖区内幼
儿园平稳过渡以及学前教育长
期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据新华社电

学前教育法草案二审稿回应三大关切

幼儿园变更终止应提前公告
6月25日，学前教育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在草案一审稿8章74条的基础上，草案

二审稿修改为9章83条。
草案二审稿新增的一章是什么？针对各方面提出的关切问题，还有哪些重要修改？“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

学前教育专家及一线从业者进行解读。

“青年养老院”是噱头 寻找慰藉的心却是真的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