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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脑瘫孩子和家庭远离不幸让更多脑瘫孩子和家庭远离不幸

杏林小巷家庭党校生机盎然杏林小巷家庭党校生机盎然

夫妻携手共建安琪之家

习近平家语

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小时候都接受了这方
面的严格家教，不要说剩饭，就是一粒米家长也不让浪
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节约粮食的内容，应该从小
给孩子们灌输，弘扬勤俭节约的好风尚。要加强节约粮

食工作，从餐桌抓起，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堂、餐饮
业抓起，从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抓起，从每
个家庭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68页

系列讨论之二

家视视界界

■ 李芳英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
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结果数据显示，我国人口10年来保持低
速增长态势。年龄构成方面，呈现出少儿
与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增幅低于
老龄人口增幅的特征。这说明我国在人口
发展方面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
新挑战。社会上的不婚不育现象非常值得
关注。如何让适婚适育人群走进婚姻，愿
意生孩子，这是急需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走进不婚不育人群，我们发现，不婚不
育的原因主要有这几种：

生存压力大，结婚成本高。现代人在
职场中竞争激烈，社会生存压力大。工作
节奏和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没有时间恋
爱和结婚。同时，随着社会的变化，房子、
车子、彩礼、婚礼等支出，使得结婚成本越
来越高，导致部分适婚人群被迫放弃婚姻。

育儿压力大，家庭负担重。生儿育女，
不仅涉及生，更涉及养和育。育儿压力大
也是人们不敢结婚生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育儿压力表现为经济压力、时间和照料压
力。这使得部分人群对结婚生子产生恐惧
和焦虑心理。

女性难以平衡职场和家庭。女性年龄
上的最佳生育期，同时也是职场发展的黄
金期。一旦进入婚育阶段，女性往往在职
场和家庭之间难以平衡。加上社会上某些
用人单位对婚育女性有一定的偏见和歧
视，导致女性在就业市场处于不利地位。
因而部分女性为了事业发展选择不结婚，
或者结婚后不生孩子，成为丁克家庭。

要让适婚适育的人敢婚敢育，就要采
取针对性措施，化解婚育路上的困难和障
碍。具体可以从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
方面入手——

制度建设

解决人们在婚育问题上的困难，需要
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例如，出台更多的家
庭友好型、生育友好型政策，为实施三孩生
育提供配套支持。针对生育方面，完善生
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发展普惠型托幼
服务，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针对孩子的
教育方面，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负担和辅
导压力，国家可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
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以及家长的
课业辅导负担。从生育、养育和教育三个
方面给家庭减压，减少育儿成本和照料压力。

另外，针对女性在婚育后的现实处境，须充分保障
女性就业的合法权益，让女性真正能够在工作和家庭
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因婚育而影响个人发展，不因婚育
而受到用人单位区别对待。从制度入手，可以缓解人
们婚育中面临的部分压力。

文化建设

观念和文化是行动的先导，要解决不婚不育的问
题，还需要从文化建设入手，加强新型婚育文化和家庭
文化建设，倡导新型婚育文化，弘扬先进家庭文化。

首先，要针对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改革。建设新型
婚育文化和家庭文化，需破除诸如天价彩礼、铺张浪费、
攀比之风、低俗婚闹等婚嫁陋习，倡导新型婚育观念，移
风易俗，进行婚俗改革，提倡婚事雅办、喜事新办。

其次，宣传新型婚育文化。在破除婚育文化中的
陈规陋习之后树立婚育新风，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新
型婚育文化的宣传，开展相关活动，让婚育新风走进千
家万户。逐渐转变人们的婚育观念，改变婚姻家庭领
域中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要素。我国部分
地方已经设立了婚俗改革实验区，其经验总结后可以
向全国推广。

第三，重视对婚育人群的引导和教育。现代社会
人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婚育观
念和行为也如此。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成了个人的
自由选择。这就需要加强对适婚人群的引导和教育，
通过家庭生活教育和社会倡导，让人们重视婚育，认识
到婚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
的大事，婚育本身就是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为社会做贡
献。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和家庭观，提升
婚育意愿。

第四，倡导优生优育和共同养育。新型婚育文化
包含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提倡适龄婚育，并重视
生殖健康。婚育人群需在孕前做好身心调节和孕前检
查，做到优生优育。生育孩子后，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共同抚育孩子健康成长。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男性
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也是新型婚育文化的一部
分，这不仅可以促进夫妻情感和家庭和谐，也可以使女
性从“密集母职”中得到部分解放。

第五，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针对人们在婚姻
家庭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生养和教育孩子的困惑
和压力，社会需要提供相关的辅导服务，帮助人们解决
婚育过程中的问题，缓解婚育压力。通过婚姻家庭辅
导，提升家庭发展和家庭建设能力。

第六，加强家庭文化建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
和万事兴，家庭和谐则社会安宁。我国有着优良的传
统文化和家庭美德，如孝老爱亲、相敬如宾、兄友弟恭、
忠厚传家等。在新时期，我们更需要在全社会形成“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良好氛围，弘扬先进家
庭文化，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进步。良好的家庭文化
建设对人们的婚育行为有着正向激励作用，不仅可以
促进家庭和谐与幸福，还可以助力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总之，制度建设给婚育之路提供政策保障，文化建
设对婚育行为给予价值引领。

（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位于广西南宁市秀厢大道的安琪之家
儿童发展中心，专门接纳以脑瘫为主的残
障儿童及青年，以“全人关顾”理念、多学科
协作，为残障儿童及青年提供康复、教育、
生活、就业支持、社区融合等一体化服务，
使其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能够平等
参与社会生活，体现生命价值。“孩子交到
我们手中，一刻都不能耽搁。”安琪之家儿
童发展中心创办人之一王芳在接受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重组家庭创办安琪之家

安琪之家成立于2002年6月，王芳介
绍，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患有脑瘫，她的人
生轨迹或许不是这样。

二十多年前，王芳生下一对双胞胎，不
幸的是大女儿在6个月时被确诊为脑瘫。
她用了将近8年的时间，带着女儿在全国
各地寻医问药，寻找能接纳女儿治疗、生活
的机构和学校，却毫无结果。

“那时我才明白，现代医学手段对彻底
治愈脑瘫无能为力，只有恰当的康复及教
育手段才能让脑瘫孩子走入正常的社会生
活。”王芳没有埋怨和消沉，当时还在广西
大学教书的她放弃了留学德国的机会，铁
了心要创办一家能为脑瘫孩子提供康复教
育的慈善机构，让更多脑瘫孩子和家庭远
离不幸，重新享受生活的阳光。

王芳的执着感动了南宁日报社致力于
社会公益事业的资深记者李绿江。两人从
2001年携手合作，克服资金短缺、专业人
员匮乏、没有场地、不为大众所理解等种种
困难，终于在2002年6月，依靠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帮助，创办了专门为脑瘫孩子
提供社会服务的民间非营利机构——安琪
之家。“希望脑瘫孩子们在这里能像天使一
样快乐成长，获得重新起飞的机会。”

此前，王芳离异、李绿江的前妻因交通
事故去世，共同的理念和信仰最终让两人在
创办安琪之家的3年后，组成了一个新家
庭。“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王芳心灵美好的程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
容，我只能努力争取做一个好爷儿们。”两人
在道德、情感的取向上，高度一致。

要管理安琪之家、照顾脑瘫女儿，王芳
不得不辞去高校的教学工作。李绿江全力
支持她，他承担了大量家务，从未有过埋怨。

王芳、李绿江都把对方的儿女视如己
出，三个孩子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一家五
口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大女儿因为脑
瘫在安琪之家青年中心接受康复、教育和良
好的护理。儿子和小女儿均已大学毕业。

安琪之家安抚万千家庭

今年秋季开学，40多个孩子在家长的
陪护下开始了新一学期的康复教育。发展

中心根据孩子们的能力，把他们分成四个
班，其中能力较弱的孩子，着重在感观、知
觉方面进行训练。

“有很多孩子刚来时无法抬头，像新生
儿一样全身软软的，经过康复训练，慢慢地
可以抬头、翻身、坐、爬行、借助辅助器行走、
独立行走。也有些孩子理解能力差、不会说
话，科学训练后慢慢有了语言能力，从一个
字，到一个词，到一句话。”康复教育老师王
琦绚2004年加入安琪之家，对孩子照顾有
加，看着他们一点一滴进步，很是欣慰。

7岁的江江因故无法在安琪之家进行
正常训练，发展中心主任陆瑛梅老师根据
江江各项能力评估结果，制定了个别化训
练教育计划，送教上门。目睹江江在自家
封闭空荡的房子里跳上跳下，陆瑛梅为之
动容：“对于江江和江江的家庭来说，生活
上的拮据，心理上的压力，成长教育的问
题，一切都似乎太难了。我们尽最大努力，
帮助江江继续接受康复教育，学习生活适
应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期待他最终能够
回归社会。”

安琪之家儿童发展中心服务0~16岁
身心障碍儿童，而在南宁市奥园的安琪之
家青年发展中心，19名身心有障碍的青年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居家生活训练，
学习实用技能，适应社会交往。

唐氏综合征患者航航今年24岁，本来
父母对他的自立并不抱希望。但在安琪之
家，他得到了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不断实践
锻炼，日常表现不仅进步大，思想和情感也
变得更丰富了。

去年6月，安琪之家把包括航航在内
的4名有身心障碍的青年推送到南宁一家

大酒店洗衣房工作，酒店上下都很尊重和
包容接纳他们，帮助他们融入工作团队，融
入社会，能够正常地工作生活。

“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结果，看到
儿子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工作是我最大
的安慰！”航航妈对安琪之家的老师们、关
心身心残障孩子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深
表感谢。

至今，安琪之家总共为超过3000多名
身心残障儿童青年提供了包括康复教育、
日常生活训练、社会融合、职业培训、就业
支持等社会化服务，为他们融入学校、融入
社会做足准备。同时，加强家长能力建设，
通过定期组织家长培训，将家长心理疏导
与康复教育理念相结合，为高质量家庭康
复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赖全社会携手前行

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
有8600多万残疾人。其中，脑瘫人数达
600多万，脑瘫儿童约占180多万人。世界
卫生组织认定“脑瘫属于不可逆转”性疾
病。

王芳说：“脑瘫人士群体是社会弱势群
体中，最为弱势和困难的群体。”

此外，脑瘫人士90%家庭贫困，或因残
返贫，相比长期在医院做康复治疗和无力
承受高昂的费用，安琪之家的模式更能让
这些家庭接受。

“家长每月只需交费600元，就可以每
天带着孩子到这里，由老师指导进行康复
教育，实际上这点费用是远远不够支出
的。”王芳介绍，安琪之家日常经费的1/5

来自学生的服务收费，4/5则有赖于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捐赠。

安琪之家自建立之日起，一直面临窘
境：社会服务需求量大，却严重缺乏长期
的、稳定的经济来源。然而，大门不会因为
困难而关闭，王芳努力学习公益机构的管
理之道，提升康复教育的技术水平，安琪之
家也一直维持着低成本的正常运作。

夫妻俩四处“化缘”筹集善款。王芳
说，经常面临财务危机，每次山穷水尽时，
都是李绿江及时找到社会资源化险为夷。

李绿江还专门为安琪之家筹办“爱佑
安琪”慈善交响音乐会，每年一届，为脑瘫
儿童筹集到不少善款。“去年因为疫情没有
举办，今年能不能办也是未知数。”王芳表
示担忧。

安琪之家教职员工共有34人，这是一
个充满爱心、拥有情怀的团队。疫情冲击
下，团队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

越来越多的社会爱心力量加入进来。
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世界宣明会、壹基金等机构以及社会爱心
人士都积极为安琪之家的发展提供援助。

近两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支持
安琪之家开展了困境残障家庭心理支持服
务项目，通过开展残障家庭成员心理辅导、
残障家庭心理训练营活动，缓解困境残障
家庭心理压力，提升残障青年社会适应能
力，消除心理障碍。

南宁市妇联长年组织巾帼志愿者到安
琪之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仅2020年参与
的巾帼志愿者就有202人，志愿服务总时
长670.5小时，受益的残障儿童和青年共
323人次。

截至目前，安琪之家已带领全国22个
省市的60多家机构，10年期间总共服务全
国脑瘫及身心残障儿童12万人。组建全
国性家长互助、康复教育、社工服务共3个
专业专家团队，为全国同行提供专业咨询
辅导，受众达3万余人。倡导并领导在全
国举办公益慈善活动760余场。

“我们倡导并开展全国性社会服务行
动时，分布在23个省市区的伙伴们，以及
众多的资深专家学者们，都会踊跃回应我
们的诉求，纷纷加入进来，一同为残障儿童
的康复教育事业而竭尽全力。”

“‘良善信实，谦卑同行，爱人如己，感
恩守义’是安琪之家的家训，显示了高度的
凝聚力和非凡的感召力。”去年底，李绿江
从报社退休，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替王芳
分担管理安琪之家的事务。而她本人，则
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打造新平台。

今年7月27日，南宁市妇联联合西乡
塘区妇联在安琪之家创建“三八红旗手·王
芳工作室”，将其打造成凝聚女性力量、推
广先进经验、促进女性成长进步的平台。

“工作室挂牌后，我们邀请姐妹们来为脑瘫
群体、慈善事业多多出谋划策。”

（本文图片由安琪之家提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陈秋菊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一片错落
有致的平房中，一面红旗迎风招展，门前

“杏林小巷家庭党校”几个字非常显眼。这
里是社区老党员、老妇联干部杨芳的家。

2018年，北戴河区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将她家原本简陋破旧的小院改造成古朴
又生机盎然的家庭党校，院子里有用于学
习的石桌、木凳，院墙上鲜红的党旗和入党
誓词格外醒目，“红色客厅”四个字熠熠生
辉……

走进杨芳的房间，一眼就能望见书架
上、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中国共产党章
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党的十九大精神

辅导读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传
世家训》《家书集锦》等一系列学习书籍，展
示着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目之所及都是
满满的正能量。

“我们家地方虽不大，但附近党员、群
众过来学习方便，办在家庭的课堂，可以更
好地宣传党的政策，更好地为附近群众服
务。”杨芳骄傲地介绍。

从北戴河区妇联将小院确立为“北戴
河区家风家训家教示范基地”“杏林小巷妇
女微家”起，在杨芳的引领下，这里也成了
家庭成员、妇女群众学习交流、参加活动的
场所，成了思想上释疑解惑的微课堂、生活
上排忧解难的睦邻点、行动上议事协商的
小平台。

这里，承接过区妇联组织的“诵读红色
经典·献礼七十华诞”红色家风故事分享
会、“学党史·悟初心”主题宣讲、“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主题宣讲，也有小

院自己组织的“行家风、晒家训”趣味运动
会，“诵读红色诗歌、共抒爱国情怀”诗朗
诵，升国旗仪式暨“学党史、享阅读、涵信
仰”全民阅读，建国建党文艺演出，议家训、
立家规、写家风、廉政文化进家庭等主题活
动，活动特色鲜明，家庭成员和妇女群众踊
跃参与，互相交流借鉴，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

来家庭党校妇女微家参加活动的妇
女群众刘玉琴感慨地说：“让我感受最深
的，就是每一个小家都能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建设文明向上的社会
大家庭。”

杏林小巷家庭党校妇女微家在社会
治理和为民服务的“神经末梢”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它的“红色”特质，让这个

“家”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周边妇女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弘扬优良传统的坚
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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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琪之家，爱心人士协助孩子们上课。 照片由安琪之家提供

“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婚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