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随笔

一家三口如何入住酒店？
杨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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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有个民乐小区，寓意

“民众快乐”。小区里有个很牛

的名校，叫民乐学校，但总有人

“望文生义”，以为是一所音乐学

校。不过，还真有一批音乐专

家、乐坛大咖每周日上午从市区

赶到这里，和孩子们共赴一场音

乐之约。

昨天上午8时不到，十多辆音

乐专家的自驾车已整齐停放在校

门口的空地里。这些专家是民乐

学校鹿鸣管乐团的特聘指导，每

人负责一个声部，还有专门指导

整合演奏的指挥。

在管乐一团排练场，一曲奏

毕，乐团常任指挥章民老师便精

准地点出了某个声部的失误，所

有学生都一脸严肃地听着。“哦

哟，开水烧开了啊？”章老师这样

形容某个小乐手的音准问题。他

虽然严厉，但也不乏幽默，因此特

别受学生喜爱。

章老师对鹿鸣管乐团费尽了

心，连孩子们上台时的礼节乃至

于礼服的颜色都抓得特别细。为

了准时赶到学校排练，他每周日

清晨5时就得出门。

同样，一众来自上海爱乐乐

团、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

上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单位的

专家，也根本不是冲着只有象征

意义的一点点课时费而来的，他

们说，就是要把周日上午的“黄金

时间”留给民乐学校的孩子们，因

为他们“最懂音乐”。

“这些孩子很淳朴，他们对音

乐的喜欢让人非常感动。校方支

持力度也很大，管理上非常规

范。每次到这里教学完，等到下

一周再来时就会看到孩子们有明

显的进步。”章老师对鹿鸣管乐团

赞赏不已。

七年级的储子言同学是单簧

管声部的首席，也是乐团的首

席。周日上午7时多，他就到达学

校，给同学们对音。他们先用3个

小时排练，然后再上一个半小时

的乐器专业课。孩子们直言不

累，学管乐，每天练习45分钟就颇

有成效，并不耽误文化课学习。

事实上，据乐团管理老师高晓岚

的观察，这些能留在管乐团的学

生，基本上也是各年级里成绩较

好的一批人。

回想起2008年鹿鸣管乐团刚

成立时的情景，最早的指导老师

俞国森说，那时真的困难重重，学

校得求着家长送孩子到管乐团，

而许多家长对于管乐根本就没有

概念。“当时市区搞得很兴旺的艺

术教育还没有辐射到郊县这边，

但松江很重视，我们也觉得有责

任推动郊区的艺术教育。”

在俞国森的发动下，一位又

一位专家开始认识并来到鹿鸣管

乐团，坚持到现在已经足足16个

年头。

在周日的教室里，不少学生

身边坐着陪练的家长。乐团单簧

管演奏者、五年级学生于楷哲的

爸爸尤其重视孩子艺术素养的培

育。于楷哲来学校上单簧管专业

课，他的爸爸就在一旁记笔记，

两人成了管乐团里出名的“父子

知音”。

几天前，鹿鸣管乐团登上了

上海交响音乐厅的舞台，作为唯

一一支来自郊区的业余队伍参加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民乐学校

副校长潘文冬说，希望这段经历，

包括学习音乐过程中得到的艺术

熏陶，能让孩子们终身受益。

本报记者 王蔚
实习生 吴小同

春暖花开，加之各地接连推出促

消费举措，人们的消费意愿明显提

升，春季旅游市场快速升温。据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预计    

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约为  . 亿人

次，同比增长约  %；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约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

旅游市场火起来，带热一个新

话题。有网友称，她和爸爸妈妈去

北京玩，通过网络预订了某酒店的

标准间。然而办理入住时，酒店前

台称一家三口不能住在同一个标

间，还表示这是行业普遍规定，如果

想要入住，必须再订一间房或者换

成家庭房型。这名网友纳闷：“出去

玩了这么多天，包括在别的地方玩，

也没有前台说不让一家三口住一间

房。一家三口到底该怎么订酒店？”

此事在网友中炸开了锅，因为

现在家庭出游很普遍，指不定哪天

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少人

指责酒店业“眼里只有钱”。

一个标间是不是最多只允许两

个成年人入住，其实是个老问题。

法律层面，并没有明文规定，实际操

作中，酒店业约定俗成的“行规”就

是一个标准间两张床，对应两名成

年人，两口子带着未成年孩子入住

自然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一家三口

都是成年人，酒店一般也不会较真，

有些酒店规定这种情况必须交加床

费，也有人入住时干脆就不和酒店

说明，长久以来倒也相安无事。

说酒店业“眼里只有钱”有失公

允，规定一个房间只能住几个成年

人，主要还是出于安全和舒适度的

考虑。有限的空间内，住的人过多，

不仅会增加酒店的管理成本，而且

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的概率也会提

升；同时，住的人过多势必会降低舒

适度，也可能影响到邻近房间的住

宿体验，比如吵闹。

游客要尊重酒店业的管理，但

酒店业也应适当照顾游客的合法权

益、合理诉求。酒店应该在游客预

订时或者在大堂醒目位置明确告知

规则，如果游客“超标”，酒店拒绝入

住或者收取“加床费”也就占理了。

不过，酒店业更应该思考的是

面对家庭游的入住需求，如何提供

更好的服务来化解这类矛盾。

凡事换位思考，“平衡点”不难找。

免费治患儿 家庭无“心病”
上海医生赴云南昭通筛查救助先心病患儿

黄金时间与孩子共赴音乐之约

■ 孙立忠（左一）与刘建实正在为云南昭通当地儿童听诊 本报记者 孔明哲 摄

特写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人民医院里，人来

人往。一名年轻女孩走出诊室后情绪崩溃，

蹲在走廊里痛哭。“这姑娘完全是被耽误了，

如果早几年做手术，可以健健康康长大，像正

常人一样生活。”上海德达医院外科中心主任

刘建实教授叹了口气。

那一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之

旅”——先心病及胸部疾病筛查救助行动在

镇雄县人民医院开展。在先心病筛查室外候

着的，大多是抱着孩童的爷爷奶奶。因此，这

名23岁的女孩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她小

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但因为家里太穷拿不出钱，一直拖着没有做

手术，这次听说上海专家来免费看病，便拿着

病历一早赶来排队。医生为她全面检查后发

现，先天性心脏病已经引起重度肺动脉高压。

早诊断 早治疗
能救一个是一个

“本来能治好的病，因为没钱或者不够重

视，硬生生把命拖没了，这样的悲剧我们看得

太多，很心痛。这些年坚持做公益筛查，就是

希望能够帮助患者早诊断、早治疗，能救一个

是一个。”上海德达医院院长孙立忠教授说。

孙立忠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工作40年，

是我国心血管外科完成手术例数最多、病种

最全的专家之一。在德达医院任职后，他致

力于推动公益事业发展。2019年，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与孙立忠共同设立“孙立忠心血管

健康公益基金”，旨在关注与心血管相关的罕

见病患者、先心病患者的救助、学术交流、人

才培养、科研发展等，同时为先心病患者提供

援助。每年，德达医院的医疗专家团队会前

往偏远地区筛查、救助先心病患儿。

3月23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之

旅”——先心病及胸部疾病筛查救助行动在

云南昭通启动，为期5天。其中，先心病患儿

筛查救助行动分别在昭通市昭阳区、镇雄县、

巧家县设置筛查点，孙立忠心血管健康公益

基金为此次筛查中0—16周岁符合手术指征

的先心病患儿提供资助；胸部疾病筛查救助

行动分别在昭阳区、镇雄县设置筛查点，覆盖

周边11个县区，珩爱关怀基金为符合手术指

征的胸部肿瘤、畸形患者提供资助。

3月23日—27日，上海德达医疗团队在

云南昭通共计筛查425人。其中，先心病筛查

220人，符合手术指征33人；胸外筛查205人，

需手术及内科治疗10人。符合救助条件的患

者将得到免费救助治疗。

不花钱 免费看
患者家庭无“心病”

一对生活在镇雄县的老夫妇，抱着襁褓

里的婴儿前来筛查。得知孩子被确诊为先天

性心脏病，可以去上海做手术时，他们又愁又

喜。“这孩子命苦，生下来爸爸妈妈就走了，一

直是我们老两口带。家里穷得很，我今年也

要出去打工给孩子挣奶粉钱，去上海做手术

要花好多钱，啷个办嘛？”老伯说。

刘建实告诉他们，完全不用为钱担心，医

院排好手术时间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会电

话联系他们，去上海的机票、住宿、手术费用

都由基金会资助，不需要他们花一分钱。听

完这番话，老夫妇俩激动得眼噙泪花，连忙弯

腰向医生道谢。

“先心病确实是重症畸形，但不是得了先

心病就无路可走。”刘建实介绍，手术方法和

手术时机的选择取决于先心病的类型和出生

时的状况。一些复杂先心病，如左心发育不

良综合征、有回流梗阻的全肺静脉异位引流，

以及一些类型大动脉转位等，出生后须尽早

手术，否则患儿无法存活。还有一些类型的

先心病可以择期手术，根据患儿生长发育情

况，选择介入或外科手术治疗。通常在学龄

前完成治疗，以免上学期间戴着患有先心病

的“帽子”，影响患儿心理发育。

三人行 并肩战
强强联手治病患

心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各占一半。“影像

诊断是治疗的基础。”上海德达医院副院长、

医学影像与介入治疗科主任黄连军教授说。

内科、外科、影像介入、重症等多学科协

作是德达医院的工作方式。孙立忠、黄连军、

刘建实一起联手救治了很多重症、复杂的心

血管疾病患者。

“我和孙立忠教授是主动脉团队，我和刘

建实教授是先心病团队。我和孙院长合作了

30多年，以前我们在安贞医院时也是一个团

队，但很多医院的影像科和内、外科之间关系

都不是这么紧密的，到了德达我们就是一个

团队，同一个病房，同一个手术室。很多重症

病人的治疗需要我们联合进行。”黄连军说。

在黄连军看来，他作为心血管影像科医

生，是侦察兵，是哨兵，是护卫队，也是后勤保

障队。影像科医生要与内科、外科医生一起

设计治疗方案，把最适合的方法推荐给病

人。做复杂的手术时，黄连军常跟孙立忠、刘

建实一起站在手术台上。“我们就像‘兄弟连’

一样，他们站在我身后就感到很心安。”

献爱心 送温暖
众人拾柴火焰高

“当一名医生心眼要好、本领得过硬。把

病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重获生的希望，是当

医生最有价值感的时刻。先心病救治意义非

凡，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能治好一个患

儿，帮助一整个家庭。慈善还需要更多人参

与，众人拾柴火焰高，形成合力才能帮助更多

人。”黄连军说。

此次“天使之旅”助医公益行，太古（中

国）有限公司捐资30万元人民币，救助15名

在昭通市经筛查确诊需手术治疗的困难家庭

先心病患儿。救助费用主要用于治疗期间的

手术费、检查费和住院费。太古（中国）有限公

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陈怡表示，太古一直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响应上海市政府鼓励社

会力量助力对口地区推进乡村振兴的号召，

从助教扩展到助医，未来将继续投身公益。

先心病患儿是在德达医院得到救助最多

的慈善患者群体。这些年来，德达医疗队到

西藏、新疆、青海、河南、湖南、贵州等地，总计

筛查人数近7000人，救助孩子617名，通过医

保、民政、专项基金、社会捐赠等合力促成患

儿家庭“0负担”，使患儿得到应有治疗。位于

青浦徐泾的德达医院内，还常设慈善爱心橱

窗，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全部用于救助先心

病与罕见病患者。 本报记者 杨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