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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 117家企业作为主力军 重点保障居家养老需求

调配外地阿姨过年来上海支援

    “一场期末考，家长倍感累；小儿

心智脆，大考已相随⋯⋯”今天起，绝
大多数小学进入期末考试，朋友圈里

的小学生家长有的晒焦虑，有的晒无
奈。一场年年都有的考试，怎么在有

些家庭里会弄得鸡飞狗跳？教育专家
建议，孩子们在考试，家长过分地“掺

和”往往适得其反，要孩子放平心态，

家长首先要稳住阵脚。

家长莫传负面情绪
现在的小升初，公办学校没有

招生考试，绝大多数孩子已经实现

了就近入学。即便是民办学校，近年
来上海实行的“公民同招”，也在一

定程度上减缓了家长的盲目择校。
“尤其是小学低年段，早已取消了传

统意义上的书面大考，而是改为类

似‘游戏闯关’之类的活动，对每个

学生做出表现性评价，而且是等第

制，不是百分制。应该说，一二年级
孩子的所谓‘考试压力’是极小的。”

行知外国语学校校长朱萍说，要说
孩子有压力，大多是家长的负面情

绪传染给他们的。
“每到期末，因为考试而导致的

亲子问题就会凸显。有的家长把自

己的成材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
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高过孩子自

身的能力，一直采用否定的方式来
评价孩子，导致孩子过于在意考试

的成绩，甚至会认为自己‘一无是
处’、‘没有价值’。如果家长不去化

解孩子的压力，反而言语刺激，不仅
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还会导致

亲子关系的恶化。”静安区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说。

关注成绩背后问题
“焦虑是人的一种正常情绪，

孩子也不例外。这种焦虑和压抑的

情绪如果不及时调节和疏导，就会
在考试期间放大。”陈小文建议家

长要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
和问题一起“解决”孩子，沟通比责

骂更有效。家长首先不要过度焦

虑，要认识到一次考试只是对孩子
阶段性学习的总结，反映的也只是

一些阶段性的问题，比如，是否需
要调整学习方法，哪些知识点不够

巩固等。其次，家长不妨做一个旁

观者、倾听者，用心观察和感受孩

子面对自己的阶段性总结是怎样
的一个态度，可以让他们自己对考

试做一个总结和归纳，让孩子罗列

一个学期以来的成功与不足，随
后再根据孩子自己的分析来一起

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陈小文说，
其实，每个孩子的天赋各不相同，

成材的道路也有千千万万条，成
绩只是成长过程中很小的一个部

分，与其分分计较，不如关注成绩

背后反映的具体问题，聚焦学习过
程和态度。

让孩子对学习有盼头
“你看看别人是怎么学的，你怎

么不更努力一点呢！”“不要总是玩

手机，我都是为你好！”⋯⋯父母们
这样的唠叨几乎成了考试季的“标

配”。朱萍为家长们开了个“良方”，
建议考试前后对孩子要多“哄”，不

妨晒晒自己孩子的其他闪光点，比
如有孝心，在家里爱做家长的小帮

手，在艺术、体育、科技、劳动等方面
有特长等。还有，面对孩子的考试压

力，家长也要耐心哄着，告诉孩子就

苦这么几天，等放寒假、过春节时，
一家人可以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

总之，要让孩子对学习和考试有“盼

头”，而不是总觉得一天到晚就是
“学海无涯”。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多看孩子闪光点 多哄孩子减压力

考试季，亲子关系何必鸡飞狗跳

    本报讯（记者
杨洁）1月 10日至 1

月 13 日，2020 年上

海新春农产品大联
展将在上海国际农

展中心（虹桥路 2268

号）举办，25个省、

市、自治区展团、278

个优质展商参展，共
设 280余个展位，参

展商品 2500余种。
松江大米、白鹤

草莓、崇明白山羊
⋯⋯本次大联展上，

全市 9 个涉农区有
75家农业龙头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参展，2019年度上海

地产优质农产品评

优系列中的大米、肉
鸽、草莓部分获奖企业也将参展。

除“本地好味道”外，江苏海门
羊肉、白蒲黄酒，安徽徽香源烧鸡、

瓜蒌子，江西赣南脐橙⋯⋯新春大
联展也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地

方口味”。今年黑龙江省、吉林省、辽
宁省凌海市和湖北省夷陵市首次组

团参加大联展，吉林的长白山人参
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此外，大联展

将设立上海对口帮扶特色商品展
区，云南、贵州遵义、新疆喀什、西藏

日喀则、青海果洛、湖北夷陵等地特
色商品将集中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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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观察

    “你看这个是红灯牌收音机，这个是

老的熨斗⋯⋯”红帮改衣坊创始人吕方
正在为几位年轻人介绍这家在新华街区

中有名气的小店。位于凯旋路上的红帮

改衣坊，不到 100平方米的空间，似传统
海派文化博物馆，如今成为了社区居民

会客厅。日前，新华街道与大鱼营造共同
推出第八届老洋房巡游活动暨“跟着‘新

华录’逛新华”走街活动，带更多人发掘
新华街区的在地魅力。“新华录”平台是

通过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热心群众的参

与，形成的社区治理载体。从公益手工课
到茶艺鉴赏，社区居民们通过“新华录”

的沟通互联，发现新华路街区里越来越
多的空间被挖掘成为公共会客厅。

首席记者 方翔 文 记者 孙中钦 摄

寻找新华街区烟火气

▲ 臻园文化空间原来是一栋半废弃的旧房子，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也成为了新华路街道居民的公共活动

空间（外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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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保“老”（居家养老）不断

档，是春节家政市场的重点。记者从
昨天举办的 2020年春节家政市场

保障工作会上获悉，春节期间，居家
养老的刚性需求供给相对紧缺，但

本市家政企业已经提前行动，留人
又留心。

“一老”是刚需 供给相对缺

据市商务委服务处处长朱文群
介绍，今年春节家政市场总体平稳，

供需存在短期失衡，“一老（居家养
老）”系刚性需求市场供给相对紧

缺，“一小（育婴和母婴）”作为刚需
保障较好，区域性钟点工（家庭一般

性保洁）弹性需求较大，市场供需信

息仍存在不够畅通问题。
保“老”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多

数部分是居家养老的“老客户”需

求，目前本市已形成协议留人的春
节市场保障常态化机制。家政企业

与用户和家政员普遍签订了“三方
协议”，协议中明确家政员春节在位

要求和相应经济待遇，或者企业经
过用户同意安排人员替岗，也就是

通过提前签约来保“老”。还有一小

部分则是春节期间新增的居家养老
客户，作为刚性需求成为当前想方

设法力争确保的重点。
目前，上海家政服务网络中心

已一一致电参加市政府实事项目家
政持证上门服务的 147家企业，根

据自愿原则，遴选 117家企业作为
春节家政市场保障的主力军，倡议

重点保障“一老”（居家养老）等市场
刚需。

内有替工在 外有支援来

如何做好春节家政市场的保障
工作？从提前摸需求、安排好替工人

员，到跨区域调配、调配外地家政人
员支援等，沪上家政企业多措并举。

“我们统筹了近 300名‘悦姐’
留沪。”悦管家总经理刘珺表示，悦

管家提前三个月就通过大数据对服

务需求的区域、时间和技能进行精
准分析再调配运能，留沪“悦姐”的

子女还能享受免费英语培训。
近年来，贵州“黔女”、云南“云

嫂”、安徽“淮海大嫂”等家政新生力
量加入上海家政市场，新户家董事长

朱富飞表示，“家政扶贫”带来的新生
力量很稳定。“我们有 14位‘黔女’投

入到了养老院、护理院，今年她们都

不回家，坚守岗位。”这一方面是因为

待遇留人，加班费和节日补贴相对可
观，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责任感。

家事佳董事长李娜则告诉记
者，对常态服务的老人，公司实行排

班制，把服务员分成两部分回家，一
部分回家过春节，一部分回家过元

宵。“根据统计，春节期间需要社区

服务的老人占 79%，我们已经组织
各方力量去储备不回家的阿姨。”

此外，民信阿姨则统筹了 500

名阿姨参与春节保障，优先保障新

增的刚性需求；大拇指家政确定留
沪服务月嫂育儿嫂 136名，在春节

期间推出“7天月嫂”“7天育儿嫂”
服务。升华家政在山东、安徽基地培

训安排 200余人随时来沪支援。
春节期间，社区食堂的助老餐

也“在线”。“我们在徐汇区的长桥街

道、徐家汇街道等提供助老餐，今年
春节大年夜到初二休息，从大年初

三开始恢复供应。如果有老人在春
节期间因保姆回家吃不上饭，也能

临时加入供餐计划。”朱富飞介绍。

暖心举措多 留人也留心

留人关键在于留心。除了为留
沪过年的家政员准备年夜饭、发过

年红包等，行业内也联合多方资源
拿出暖心举措。市家协会长张丽丽

表示，今年协会联合部分经济型酒
店，为春节留沪家政员的家属来沪

过团圆年提供优惠价格。同时，今年

还借助长三角家政服务一体化发展
联盟，落实返乡大巴接送服务等。

本报记者 张钰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