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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美好的事物总是吸引无数人倾心，古往今来，爱情是永恒
的话题。那么究竟是什么爱情？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的理解和定义都不一样。

这周，记者走访了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心内的老人，也许
听完爷爷奶奶们的故事，所有人都会一致认同：这就是爱情。

“如果有来世，我仍和他一起”

见到张希福老人和何桂芝老人是在一个午后，明媚的阳
光洒满了老人房间外的窗台，何奶奶轻轻地摇着一把圆扇，与
张爷爷对坐着。

记者与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进门，二老便
笑容可掬地欢迎我们。虽然两位老人都已经年过九旬，但他们
依旧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我96岁，奶奶93岁，住在怡乐新村
5 年了。”首先开口的张爷爷，是一位抗战老兵，有着赫赫战
功，当过小学老师，还曾在陈望道故居当过7年义务讲解员，
为革命、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心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庄重的结婚仪式，没有吃过一
颗喜糖，20岁那年，何奶奶嫁给了当时23岁的张爷爷。当时两
户人家贫富差距悬殊，何奶奶家土地多，张爷爷生动地形容，

“我这样的家庭，20户加起来才能抵奶奶家一户人家。”而在
当时，家境优越且年轻貌美的何奶奶身边不乏一些“有钱有
势”的追求者，至于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张爷爷，何奶奶腼腆地
说，“这是我和他有缘分，五百年前定好了的，他人品好，照顾
我，疼惜我。”一直以来，张爷爷总是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她，奶
奶腿部骨折后，张爷爷包揽了家中洗衣做饭等家务活，结婚
74年来，夫妻俩从未红过脸。

还有一个小细节非常有意思。得知记者要来，何奶奶前一
日特意为张爷爷写了一封“情书”。“奶奶，您写给爷爷的信，我
们可以看看吗？”面对记者的请求，老人却像个小女生一样害
羞了起来，“我写得不好，不要看，不好看。”

“她一定是藏身上了！”见原先摆放在桌上的信纸不见了，
一旁的张爷爷坐不住了，说着就起身准备从奶奶口袋中取信。
奶奶立马用扇子挡开爷爷的手，努着嘴巴的神情，像极了爱情
最初的样子。

何奶奶这一“翻脸”不禁惹来大家会心一笑。不一会儿，她
自己从口袋中拿出了“情书”，上面记录了何奶奶的生平，还有
与爷爷相识相知的曾经，清晰的逻辑，工整的字迹，字里行间
流露出对张爷爷满满的爱意。文末，奶奶写道，“七十四年来，
相亲相爱，我很满足。如果有来世，我仍和他一起。”

50年代的爱情，是“日子再苦也没想过分开”

在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心，有这样一对老人，因为爷爷腿
脚不便，奶奶就一直守在身旁，形影不离。

“前些年我还可以自己搀扶着他，这几年体力跟不上了，只
能找阿姨帮我。”华小妹奶奶今年92岁，“爱情”两个字，在华奶
奶的讲述中，离我们的想象越来越远，却越发清晰。

华奶奶和李景令爷爷于1951年结婚，在那个年代，两人
对这段自由恋爱的感情分外珍惜，但因为彼此都忙于工作，结
婚前4年一直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

“我们是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们一个在上溪区，一个在
义东区，除了开会时候可以碰到，平常各自工作都很忙，要结
婚还得向组织打报告批准。什么爱情不爱情，不懂，那是你们
年轻人的词。我当时就觉得爷爷人品好，虽然那时候条件艰
苦，但是两个人一条心，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奶奶说，年代不一样思想也不一样，他们那时候日子再
苦，都没想过分开过。“那个时候就觉得能活下来，一家人完完
整整的就是老天待咱不薄。”奶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一些
小孩儿对别人缺乏耐心，包容，责任，喜欢新鲜。劲头一过，谁
也不肯将就谁。当下是享福的年代，大家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安定生活。

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华奶奶说他们并没有经历。一辈子没
有吵过架，偶尔拌拌嘴，也是给生活增添一些情趣，早年间拉
扯孩子的时候确实很辛苦，但是辛苦之余也是满满的幸福。按
时间算爷爷和奶奶在一起走过的70年，岁月朴实无华，但他
们是并肩走过艰苦岁月的勇士，“白金婚”是他们用心经营的
荣誉。这70年的碎碎念说为爱情太过于浮夸，是因为传承与
延续才有了现在的四代同堂和岁月静好。

◎记者手记＞＞＞

“你别看她这么大的人了，胆子可小了。”很难想象，这竟
然是一位88岁的老人，对自己同龄妻子的评价。

当天走访的几对老人，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
没有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却是几十年的风雨同舟、相濡以
沫。尽管年华已经老去，过去的青春也已不再，他们之间的感
情却像是一壶醇香的茶，经历了岁月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最
质朴、最纯真的那份情感。或许他们已经不会再像年轻时候那
样花前月下，可是彼此对对方的那份关心，那份呵护，却会久
存于心间，无法退却亦无法消解。

爱情是什么？也许，真正的爱情并不需要多少浮夸的“我
爱你”，而是用一生相知相伴；爱情也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
是一世的柴米油盐。

就像，他们。

一牵手，到白头

“白金婚”的
爱情如此美

2019 年，义乌市公办、民办幼儿园
及其他托育机构共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6500余个。

去年年底，我市出台《义乌市促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支持社会力量以
多种形式提供托育服务，扩大普惠性托
育服务有效供给，着力满足广大家庭多
层次、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促
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和家庭幸福和谐。

《意见》要求，要加快建设儿童早期
成长发展咨询指导与监测评价体系，加
快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效供给体系，
加快建设照护服务专业队伍培养体系，
加快建设照护服务行业标准规范体系，
加快建设照护服务行业监督管理体系。

《意见》指出，到 2020 年，我市初步
建立完善儿童早期成长发展咨询指导与
监测评价体系、照护服务有效供给体系、
照护服务专业队伍培养体系、照护服务
行业标准规范体系、照护服务行业监督
管理体系等。新增托育服务机构50家以
上，新增婴幼儿托位 2000 个以上。2—3
岁阶段婴幼儿托育率达到20%，公立幼
儿园托幼一体化设置率达到30%，婴幼
儿健康管理率及养育风险筛查率达到
95%以上，养育人照护知识普及率和知
晓率均达到90%以上。

到 2025 年，再新增托育服务机构
50 家以上，新增婴幼儿托位 3000 个以
上。公立幼儿园托幼一体化设置率60%
以上，社区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覆盖率
80%以上，2—3 岁阶段婴幼儿托育率
35%以上，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从业人
员持证率95%以上。人民群众的婴幼儿
照护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新闻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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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孩子的事就是大事”，这句话
相信做家长的都深有体会。当下，
很多幼儿园开设了托班，“从小不
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也让很多
宝宝早早上起了托班。

托班也叫小小班，招生对象为
未满 3 周岁的幼儿。生活中，幼儿
上托班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宝爸宝妈担心孩子的安全感；担心
自理能力和表达能力欠缺的情况
下，娃会不会很狼狈；甚至是在小
朋友多的环境中，孩子生病的概率
是不是会变高，会不会受小伙伴欺
负……太多的疑惑和不安，让宝爸
宝妈们充满焦虑和迟疑。

记者走访我市几家幼儿园的
过程中，不少托班教师表示：孩子
要不要去托班，最终还是得根据自
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孩子的性格和
身体情况、托班的条件、自己和老
人给予陪伴的质量综合决定的。那
么，到底让不让孩子上托班？来听
听几位宝妈的小议吧。

到今年 11 月，陈女士的儿子
就满三周岁了，但因为是 9 月之后
出生，所以还不能上幼儿园。小区
里的宝妈们闲谈时，经常会调侃
她，“看来你还得苦一年，给他报托
班了吗？”

陈女士坦言，自己之所以没有
把孩子送去托班，倒不是说自己有
充足的时间陪伴。“我儿子现在上厕
所还没有达到完全能够自理的程
度，这恐怕是我不想让他去上托班
的最大顾虑。”而顾虑的背后，是她
曾经听一位妈妈分享自己女儿上托
班的经历，着实让人咋舌。

“那是大冬天的时候，她给女儿
穿着连衣裙和厚厚的打底裤去上托
班，孩子刚好也是出于对大小便自
理懂与不懂的朦胧状态，那天一不
小心就尿湿了裤子。老师帮她把打
底裤脱下后，就这样让孩子一直光
着双腿走动甚至坐在冰凉的凳子
上，一直到家长来接孩子时才发现，
后来孩子回家后就着凉生病了。”说
到这里，陈女士有些气愤，“如果我
的宝宝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我肯
定会心疼死的。”

一般的托班，都是由两位老师
配一位阿姨管理一个班级，如果班

级孩子较多，的确会顾此失彼。对
此，陈女士也表示理解。“其实，是我
自己也还没有准备好。”陈女士说，
在宝宝紧紧拽着她的那刻起，自己
的分离焦虑也极速涌来，她开始担
心内向的他会不会受欺负、会不会
觉得害怕。

“既然我们都还没准备好，那么就
别轻易去分离，健康的依恋才会带来
积极的分离，到了那时候，再上也不迟
啊。”在陈女士看来，要不要上托班以
及什么时候上托班应该是基于每个孩
子成长的程度，最佳状态就是孩子和
家长的身心都准备好了。

不去的理由：孩子和我都还没准备好
宝妈：陈女士（宝宝30个月）

有人说，“若非实在无奈，谁会
把孩子‘托’进去？”但实际情况是，
很多家庭把2至3岁的宝宝提前送
进幼托班都是另有考虑，尽管大多
数孩子都会在刚被“托”进去的那段
时间里，哭得家长肝肠寸断……

“周围的孩子都报了好多班，
自己宝宝要是不报肯定就要落后
了。”采访中，不少宝妈向记者透露
了自己送孩子上托班的初衷。宝妈
叶女士认为，孩子到了该上托班的
时候，是应该走向外界去接受群体
教育的。

在叶女士看来，假如孩子到了
年龄却没去上托班，造成托幼衔接
不当，继而会对其在幼儿园的学习

生活造成影响，以此从小班、中班、大
班一路类推到上小学，若再造成幼小
衔接不当，那就是做家长的耽误了孩
子的发展。父母常常都担心小孩年龄
太小，无法适应托班，但要是总那么溺
爱，孩子哪一天才能走出去？“在孩子
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送孩子上
早教课。”叶女士说，在同龄人里，自家
的孩子明显“老气”许多。

另一方面，叶女士的孩子现在所
在的机构属于公立幼儿园，学费大概
4000多一个学期，比起找月嫂开支可
以省下不少。尽管一开始的确每天哭
着闹着回来，甚至早上起来说“我不喜
欢爸爸妈妈了”，但适应了一段时间
后，孩子也就习惯了。叶女士心想，这

对她今后进入幼儿园教育一定是有裨
益的。

“还真别说，宝宝刚去托班上了三
天课，大人讲话的词汇量明显感觉

‘斗’不过她！宝宝现在竟然开始要求
爸爸送她去上学，妈妈接她放学回家，
你猜猜是为什么？”看着一脸疑惑的记
者，叶女士解释，因为爸爸总是出门
晚，而妈妈比较守时，孩子才上了一周
的托班，就有了这样的逻辑思维，这让
她感到十分欣慰。采访中，叶女士也道
出了自己的担忧，“虽然幼儿园公众号
每天会推送孩子当天的饮食，但教室
内没有安装监控，家长只能从老师发
来的短视频看到孩子的动态，有时候
还是蛮担心孩子的。”

坚持去的理由：为了托幼良性衔接
宝妈：叶女士（宝宝3周岁）

“我们学区公立幼儿园托班到
底招不招生啊，现在还没有消息，我
是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江女士
夫妻俩都是上班族，20个月大的女
儿基本是跟着外公外婆在“散养”，

眼看着祖辈越来越溺爱，江女士今年
铁了心要把女儿送进她看中的一家公
立幼儿园，可就快把招生海报看穿了，
愣是不知道自己孩子能不能托班。

还是入园难！江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不考虑私立幼儿园托班，除了经济
方面的问题，还有课程安排方面的考
虑。“孩子还这么小，我们并不要求宝
宝上托班必须学到多少知识，只要她
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就好了。”

未托班的理由：孩子入园难
宝妈：江女士（宝宝20个月）

事实上，对于两三岁的幼儿而
言，第一次要离开父母，独自在幼儿
园上课、学习、生活、玩耍等等，都是
他面临的一次“人生新挑战”，遇到
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在所难免，需
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做好心理准备去
应对。

义乌市城市有爱公益慈善志愿
者协会副秘书长、国家三级心理咨
询师贾春梅表示，孩子上幼儿园，一
般会有哭闹和不情愿的情况发生。
这是因为孩子从小在家长身边长
大，父母是他安全感的重要来源。突
然间，要他离开自己熟悉的人、熟悉
的生活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
方去，产生“分离焦虑”和“陌生焦

虑”是必然的反应。因此，我们在送孩
子入园之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工作。开学前三五个月，我们可以和孩
子试着练习“短时分离”游戏。分离的
时间可以从刚开始的一小时，慢慢增
加到半天，甚至一天。需要注意的是：
离开前，一定要提前告诉宝宝自己去
做什么，多长时间回来。这样，让孩子
对离开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游戏
过程中，父母一定要做到守时，不能说
出去一小时，结果你半天才回来，那
样，会让孩子对家长失去信任感，或者
认为“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当你回
来以后，看到孩子不哭不闹，表现好的
时候，一定要及时表扬，从而肯定他的
行为。

与此同时，平时，我们需要多带孩
子去各类公共场所，如社区广场、儿童
游乐场等。相比家里，这些地方人多，
小伙伴也多，让孩子有机会去学习和
适应复杂且全新的环境。当然，也可以
带孩子提前认识一下老师，让孩子的
内心对幼儿园建立起一种安全感，以
及对老师的信任感。

请记住，既然选择了送孩子去托
班学习，家长就不要忧心忡忡。孩子是
非常敏感的，你的所有焦虑、不安的情
绪反应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感觉。
所以，爸爸妈妈们，送孩子上幼儿园
时，要学会开心地送去，要知道快乐的
情绪也是会互相传染的，不仅是孩子，
还有家长哦！

孩子上托班
“分离焦虑”情绪如何安抚？

何奶奶总是喜欢笑着听张爷爷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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