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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视重症监护病人
屏幕对话不近人情

好奇

孩子学钢琴
每天需练多久？

! ! ! !日前，在松江街头，身上涂满金色
颜料、一动不动犹如真塑像一般的福禄
寿几人让大人都真假难辨，更不要说
孩子了。只见这孩子好奇地盯着几个
“金人”看了好一会，说是雕塑可又会
眨眼，说是真人可怎么又像假的……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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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居委会”社区动态全知道社区新发现

八个互动游戏
一次玩个过瘾

免费抢票

责任编辑/王 蕾 视觉设计/竹建英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

! ! ! !想一次玩够 !个游戏，调动所有感
官，亲身体验互动的乐趣吗？“"#$

%&'游戏挑战盒”从即日起至 (月 ()

日在环球港博物馆迎接你的挑战。展览
占地 *+,平方米，无论你是何种年龄都
可参与游戏，在这个“盒子”中探险、解
密、竞技，从而探索大脑的各项能力。

今日 -./0,12-/0,，小邻将送出 2,

张入场券。打开新民邻声首页“免费抢
票”活动，点击“抢票”按钮即有机会获
得 2张门票3人。详细获奖名单及领奖
方式，请于明天 4：0,起，点击活动板块
“获奖名单”栏目查看。

社区全媒体 刘丹枫

! ! ! !贾涉#资深音乐教育专家，回答孩子
学音乐问题。

( 邻声用户问# 小孩子学钢琴的

话"每天需要练习多久呢#

(贾涉答#孩子往往会对练琴的表

象特别关注"比如弹 !遍还是弹 "遍"弹

!#分钟还是 $小时"家长也往往会被绕

进去"练琴变成了讨价还价$

其实，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去理解练
琴的本质，练琴重要的是质量。老师布置
的作业是否已经熟练？困难的易错的段
落是否已经有把握？上课提到的错误是
否已经更正？这些才是练琴的本质目的。
重复练习并达到一定时间的练习强度无
非是帮助自己达到练琴目的的手段，并
非目的本身。如果丝毫不关注弹奏对错
与否，弹琴时间再久也是白费力气，甚至
南辕北辙。
一般来说，每天练琴 5,分钟左右为

宜，高等级高难度的学习可以适当再增
加练习时长。
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可进入新

民邻声 677话题板块的“即答”栏目，向
贾涉提问。同时您也可浏览更多其他的
问答主题并提问。 社区全媒体 盛燕丹

! ! ! !普陀区万里街道探索民生服务举措，
创新推出“掌上居委会”———各居民区建立
“掌上居委会”微信公众号，汇集各类服务
咨询、居委会信息、社区活动、社区生活信
息，并统一对接“受理中心”，可链接到万里
街道社区事务中心平台，网上进行受理。党
员关系转移、居住证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办
理……这些都可以在线操作，公众号还及
时更新社区热点，让居民不出家门也能知
晓社区动态。
近一年时间，“掌上居委会”已实现了

辖区 -+个居委会全覆盖。目前，“掌上居委
会”账号总关注量已升到 858,人，占街道
居民总户数的 08905:。全年总推送篇数
;<50篇，其中关于居委工作、社区活动、自
治案例等原创文章共计 2524篇，原创占比
数为 .;9,5:，共有 -;个居委会开通了原
创留言功能。街道工作人员表示，“以前年
轻人很少参与社区事务，和居委会联系也
少，现在，‘掌上居委会’搭建了居民和居委
会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发挥了社区工作者
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居民参

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
街道调整社区工作者队伍，根据不同

人群细化服务，招聘了一批年轻有活力、擅
长运用网络的社区工作者。“掌上居委会”
的小编里，“<,后”“4,后”就占了半壁江
山。在区居（村）委会工作协会的指导下，小
编们参与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形成了运营
新媒体公众号的经验。平时，小编们记录下
小区里邻里互助正能量、和睦家庭生活事、
志愿者暖心行等素材及时推送，节假日也
坚持值班，为居民送上最新资讯。

经过精心运营，“掌上居委会”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留言
区里满满都是居民们肯定的评论。
街道负责人表示，“掌上居委会”使社

区服务项目和需求得以“线上”对接，让每
个居民区都能发挥特色吸引居民加入社区
治理。希望今后“掌上居委会”再接再厉，发
展成为促进社区自治与共治的支点，促进
社区服务能效升级，打造和谐熟人社区。

通讯员 姚佳琳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反对方
医院$不近人情%

“姆妈，我来看侬了。”在医院重症监
护室外，母子俩在一个平板电脑中相见，
儿子这厢深情呼唤，老母躺在病床上，仰
视着摄像头，没有表情。普陀区中心医院
新大楼建成后，=>?、>>?病房就增加了一
套新设备———探访机。每天在规定时间
内，重症病人的家属按叫号进入缓冲区，
对着一台平板电脑与病人视频连线。
“急死人了，哪怕让我们进去给妈妈

擦擦身子、喂喂水也是好的。”有家属对此
感到不理解，“我家老人本来就身体状况
很差，听力、视力都不好，现在连家属的陪
伴都不允许了，就对着摄像头交流，是不
是太没有人情味了？”

支持方
防止感染!挺好

也有家属认为，这样的探视方式挺
好。市民李小姐说，自己的外婆今年住了 2

次医院，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时候，尽管她
很想去陪伴，却根本插不上手。“现在只需
要通过视频系统，就能知道外婆好不好，
而且一切的生活照料都由护士来完成，她
们显然更专业，也让家属更放心。”
市民王先生说，家属床边探望相应地

增加了感染的几率，“那么多人走来走去，

有些家属不自觉，还要摘下口罩帽子贴近
了讲话，这对其他患者来说也是不负责
的。”市民朱先生则说，以前重症监护室只
能进去一两个家属，现在通过视频，一群人
都能和老人见上面，既满足了患者和家属
交流的需要，也保证了监护室里良好的治
疗休养环境。“毕竟，让病人尽快好起来、转
出重症监护室，才是医患双方最希望的。”

院方
多元探视!并非$一刀切%

对此，普陀区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姚
丽文解释称，医院视频探视系统运行 -年
多来，受到很多家属的好评，这也是国外
目前推行的探视方式之一。
“尽管一些家属还不太理解，但医院

这么做也是为了患者好。”姚丽文说，监护
室里的患者病情不稳定、抵抗力差，探视
人员带来的病菌可能会感染患者、加重病
情。而且重症监护室是多位患者共处一个
公共病房，家属的探视不免会对其他患者

休息造成一定干扰。医院试行视频探视系
统，其实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除了
疾病护理外，生活护理也都由护士来完
成，目的就是为了给重症患者提供更专业
的服务、更全面的保护。

当然，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患者家
属，院方也会安排床旁探视，绝非“一刀
切”。院方表示，尽管规定视频探视时间为
0分钟，但条件允许的话，可延长视频探视
的时间，且探视全程都有医生或护士陪
同，介绍病人的情况。此外，医院还为临终
患者提供了独立的告别室，方便家属探视
又不影响其他患者。

重症监护室禁止探视，是否有相关法
规？记者查询获悉，目前对于 =>?是否要
采用全封闭管理，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
院方有权自主决定。但是，重症医学科应
当严格限制非医务人员的探访；确需探访
的，应穿隔离衣，并遵循有关医院感染预
防控制的规定。

本报记者 左妍

家人被送入重症监护室，家属揪心，渴望争取更多陪护，而传统的
床边探视却被一个iPad所取代了———每天下午，家属通过视频和重
症病人交流，这种探视方法在普陀区中心医院推广一年多，最近却因
一名网友的“投诉”而引发热议。视频探视，是为了病人着想，还是医院
图省事？究竟是人性化，还是隔绝了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