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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6月29日15时14

分，巨鹿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称，在小吕寨大韩

庄村，一小孩手指卡在钢管里面，需要帮助。

消防中队迅速派出一部消防车和4名消防

官兵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到达现场后，指挥员询

问得知，一名小男孩午休时不慎将手指插入钢管

洞内，因卡的时间太长，手指有轻微肿胀、破皮，

无法顺利取出，必须尽快处置。

消防官兵首先将卡住孩子的设施固定，用无

齿锯切断钢管，然后用钳子一点点将钢管剪开。

经过15分钟的努力，小孩的手指被安全取出。

消防官兵提醒：孩子生性好动，家长一定要

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安全教育，避免发生意外。

一旦出现意外，切勿盲目自救，要第一时间向专

业救援部门求助，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儿童手指被卡
邢台消防15分钟除险

本报保定电（记者李连成 通讯员王超、刘

喜洪）随着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即将开始，保定

市公交总公司将于 7 月 2 日至 9 月 2 日，暂停

201、202、203、204、205、206、208、209路8条公交

学生专线。9月3日恢复运营，恢复运营后发车

点次不变。

另外，根据市民夏季周末休闲出行时间的变

化，保定市公交总公司将于7月7日起对生态园

游览线路发车时间进行适时调整，敬请广大市民

留意。

游5路：由客运中心发往市生态园时间为

7∶40、14∶00；生态园返程时间为11∶30、15∶40。

线路走向：裕华路—玉兰大街—东风路—朝

阳大街—天威路—西二环，停靠沿途站点。

游 6路：由南常保发往市生态园时间为

7∶40、14∶30；生态园返程时间为11∶40、15∶50。

线路走向：北三环—长城大街—复兴路—明

德街—瑞安路—恒祥大街—复兴路—朝阳大

街—百花路—向阳大街—天威路—西二环，停

靠沿途站点。

游 7路：由六〇四发往市生态园时间为

7∶40、15∶00；生态园返程时间为12∶00、16∶30。

线路走向：盛兴路—乐凯大街—天鹅路—向

阳大街—天威路—西二环，停靠沿途站点。

游8路：由烟厂发往市生态园时间为7∶40、

15∶30；生态园返程时间为11∶30、16∶30。

生态园游览线路开通时间：每年4月1日至

10 月 31 日的双休日及法定假日；票价 2 元/人，

可刷A卡（享受7.5折优惠）、京津冀一卡通，其他

卡证无效。市民登录“保定行”“掌上公交”输入

“Y”加数字即可查询车辆位置信息。

保定暑假暂停公交学生专线
生态园公交游览线路调整

提醒

二孩时代，
老人该不该帮着带娃儿？
许多人支持“解放”老人，希望二孩配套服务能跟得上

日前，一篇题为“我不想带孙子，错了吗？浙江陈阿姨的困惑”的报道，上了全国热搜榜。文章里的陈阿姨

53岁，浙江绍兴人，只有一个儿子，她年轻时和老公一起打拼，如今存款有三五百万，儿子在事业单位上班，也

结了婚。陈阿姨以为自己可以开始享受人生时，一句“我不想带孙子”改变了一切。儿媳甩出狠话：“你可以不

带孙子，以后等你们老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不用管你们？”

自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生不生二孩”“二孩谁来带”的话题一直热度不减。对于谁来带二孩一事，究

竟是请保姆、自己带还是老人带，这是一道并不容易选择的选择题。

由于种种原因，老人帮着带二孩的现象颇为常见。但随着老人年龄增长、心力体力下降以及个体意识的

“觉醒”，矛盾也多了起来。

不少二孩家庭都期待家政业、托幼机构等服务体系能跟上，这样不仅能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也能把老

人们解放出来。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二孩时代，

老人仍是带娃主力。

王女士有两个孩子，她的微信

里有个小区宝妈群，“群里的 16 位

妈妈，超过三分之二有俩娃，除了 1

个孩子由保姆带、3个孩子由全职妈

妈带，其他孩子都是老人帮忙带

着。”王女士说，她的两个孩子都是

奶奶帮着带的。带老大时奶奶 60

岁出头儿，带老二时都 70 多岁了，

体力肯定不比当年。平时一有空，

王女士两口子都尽量让奶奶多休

息，“但我们忙的时候，老人不管多

累，都像战士一样顶上去，你说咱心

里能不感激？”

王女士的婆婆起初并不支持儿

媳生二孩，她先是帮着带大了大宝，

“大宝上幼儿园后，我和儿子儿媳就

分开两处住了，过了几年消停日子，

去年二宝出生，不得不又搬了过来。”

很显然，带孩子对70多岁的老人来说

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儿。

对于儿媳生二孩也有老人支持

的。在一家研究所工作的邓静下决

心生老二，主要也是有公公婆婆支

持，“我老公是独生子，公婆老说，‘等

你们老了，孩子负担多重啊’，他们特

愿意我们多生。说实话，要不是觉得

公公婆婆能指得上，我根本不敢生老

二。”

二孩时代，老人仍是带娃主力

“没有老人帮忙”，正是很多人没

勇气养育二孩的重要原因。在媒体

工作的陈先生说，他和爱人从来没动

过生二孩的心思。说起带娃经历，他

感慨，那简直是一部“血泪史”。

“孩子三个月时请了保姆，但周

末保姆回郊县的家，我们最怕周日

下午她打电话说家中有事当天赶不

回来。否则，周一我和爱人必须有

一人请假在家带娃。”周日傍晚只要

手机响起，陈先生的心就怦怦直跳，

以至于他和爱人开玩笑，“天不怕、

地不怕，就怕小阿姨周日下午打电

话”。

在果果妈眼里，有老人帮衬带孩

子的那些妈妈们，简直幸福得快要飞

起来，“我自己带娃，是忙得都快飞起

来了。”果果妈在民办学校当老师，生

了老二后，因为老人不便帮忙，请了

几个保姆都不满意，她就辞职全力带

娃，“虽然累，但是放心。”

“不过，现实比想象残酷。”果果

妈说，“辞职后每天都特别焦虑，一方

面养俩娃经济负担加重，丈夫一人挣

钱，比原来紧巴很多；另一方面，等二

宝上了幼儿园，我也40岁出头儿了，

还能不能找到工作？”

老人带娃对年轻父母而言无疑

是幸福的，但有些父母却因此缺少了

陪孩子成长的机会。有些家庭的老

大是老人带大的，等老二出生后，老

人无法帮着带时，年轻父母才发现自

己竟不会带孩子，有时甚至会因为自

己的疏忽给孩子带来危险。

没有老人帮衬，自己带娃特别累

“因老人不给带娃产生激烈冲突的毕

竟不是主流，大多数年轻人能理解老人的

不易。”对老人们观念的转变，做财务工作

的金女士特别赞赏，“我为老人们的‘觉

醒’点赞，老人应该有自己的小日子，不要

和儿女的生活捆绑在一起，他们应该从

‘看孩子’的单调晚年生活中解放出来。”

金女士说，对于生二孩，要有相应的

激励政策，比如延长产假，让妈妈们至少

能把孩子带到一岁。

李舒对此并不完全认同，最大的问题

不是产假不够长，而是服务业跟不上。“很

多家庭让老人带娃，也是没有办法之下的

无奈之举。如果家政业管理规范而且价格

合适，一些家庭就可以放心地雇保姆了。”

“我特别怀念小时候的托儿所，如果

现在家附近有正规的托幼机构，我就下决

心再生一个。”闫宁如是说。

和闫宁想法类似的大有人在，采访

中，很多人都表示，“希望规范化的婴幼儿

托管机构能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这样既减

少了年轻人的后顾之忧，也可将老人解放

出来。”

想要解放老人，
娃儿还能谁带？

丁丁妈妈计划生二宝时，最大阻力不

是来自大宝，而是丁丁奶奶。采访中，记

者发现，带娃老人并不都是心甘情愿，抱

怨声也不少。有的老人宁愿“享清福”也

不再受“儿孙罪”，由此带来了新的矛盾。

“再生一个，又得当一回‘孙奴’，我可

不想往同一个坑里跳两次。可儿媳偷偷

地怀孕了，也不能让她打掉吧。”丁丁奶奶

抱怨，年初，二宝出生，别说出去旅游，连

跳广场舞的时间都没了，“我也希望有高

质量的晚年生活啊。”

还有些老人诉苦，身体上的劳累倒能

尽量克服，但是心理的疲累却很难摆脱。

遥遥奶奶的老家在邢台农村，儿媳生了二

胎，她来市里照看，“在这儿住了小半年，

还是老觉着待得憋屈。”遥遥奶奶念叨，在

城里住不惯，天天要去外边公厕方便，心

里还总惦记着老伴儿和那几亩地。

“我现在给二儿子家看孩子，今年九

月份孩子就上幼儿园了，大儿媳时不时跟

我念叨计划生老二，我也没接茬。”郑奶奶

今年68岁，从59岁开始就被孙辈套牢了，

“给大儿子家的带到6岁上了小学，又给

二儿子家带，（二儿子家）这个上了幼儿

园，我也该歇歇了。”

郑奶奶说：“能感觉大媳妇心里不高

兴，这段时间也不来看我了，但咱也不能

把后半辈子全搭进去呀！”

老人“觉醒”，
新的矛盾产生了

本报记者 刘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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