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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咨询师观点

图片来自网络

案例：夫妻离婚后，子女跟
随一方生活，未直接抚养子女
的一方能否以子女随另一方改
姓为由而拒绝支付抚养费？

吴某（女）与张某（男）婚后
育有一女张某玲。双方离婚时
协议约定，女儿张某玲由母亲
吴某抚养，父亲张某每月支付
张某玲抚养费 540 元，直至其
年满十八周岁止。张某玲现已
上中专，张某也已再婚，并育有
一子。2020年9月，张某玲改随
母亲姓。此后，张某多次未按离
婚协议支付抚养费，经催要未
果后，吴某以孩子的名义将张
某诉至法院。

张某认为，吴某擅自更改
孩子的姓氏，自己可不再承担
抚养义务。况且，自己现已再
婚，又有一个孩子，家庭负担
较重。

法官说法：离婚后，父母对
未成年子女仍有抚养教育的义
务，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
付子女抚养费。因此，不能独立
生活的吴某玲有权要求张某支
付抚养费。最终，根据子女的实
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
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法院
一审依法判令张某每月支付吴
某玲抚养费800元至吴某玲年
满十八周岁止。

夫妻离婚女儿改随母姓
生父拒绝支付抚养费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都说婆媳关系是最难调和
的，婆媳之间似乎永远有一个
解不开的结。然而，当儿媳怀孕
后，不少婆媳关系，往往就会因
此缓解。

孕期里，面对热情的婆婆，
准妈妈熙熙（化名）直呼有些招
架不住。

熙熙和婆婆的关系，平日
里疏疏落落并不亲近，但是当
熙熙怀孕后，婆婆就主动来照
顾她，距离拉近了，很多事情都
会顺着她。这让熙熙高兴了好
一阵子。

但是随后让人有苦难言的
事情也来了。这个中秋节，熙熙
和老公一起回公婆家团圆。正
是熙熙孕吐比较严重的阶段，
婆婆却依旧给熙熙做大鱼大
肉，即使熙熙说自己没胃口，吃
饭的时候，依旧和往常一样，不
断地给她夹肉、夹菜。

“怀孕期间宝妈和宝宝都
需要营养，不吃肉怎么行呢？”
婆婆说，宝妈怀孕后都这样，自
己也是过来人，忍忍就好了。面
对如此热情的婆婆，熙熙也是
盛情难却，无可奈何之下，只能
强忍着继续吃。因为吃饭这件
小事，熙熙已经生了很多次闷
气，但婆婆和老公并未在意。

“我和老公虽然是相亲认
识的，但我们一见如故，感情很
好。双方家长见面后，很快就把
婚事定了下来。”熙熙说，起初，
公婆总说她太瘦，加上婆婆做
饭特别好吃，只要自己一去，就
拼命给她做好吃的，当时觉得
自己真的太幸福了。

婚后，每次去公婆家，熙熙
能看出他们想问什么时候要孩
子，但觉得两人是新婚，所以不
好意思多问。于是就开始在食
补上煞费苦心，每次小两口去
吃饭，婆婆给熙熙盛饭都会盛
满满一大碗，并拼命给她夹菜
吃。饭间还会说，某某家的媳妇
因为多吃饭，身体特别好，一下
子怀了双胞胎。

后来，熙熙再去公婆家，
心里就会有负担。“我本身个
子就不高，而且属于胃小、吃
不胖的体质，婆婆给我盛那么
多饭，实在是强人所难。”熙熙
和丈夫说了之后，丈夫总是一
副不在意的表情说：“吃不完
就不吃，没事。”

今年 7 月份，熙熙发现自
己怀孕了，而且孕吐十分严重，
不能闻油烟味，喜欢吃清淡一
些的，连肉味都不能闻。这个中
秋，公婆建议小两口怀孕这段
日子就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样
也好有个照应，熙熙和丈夫商
量后就搬了过去。

自从和公婆住一起后，不
用打扫卫生，不用洗衣服，按时
有饭吃确实很方便。但唯一让
熙熙感到不舒服的是，每天早
晨婆婆都会逼她喝牛奶、吃鸡
蛋。“我实在是吃不下去，早餐
我就想吃点稀饭和咸菜，但他
们却不同意，还一直劝说我，说
吃了对孩子好。”这几天，熙熙
想搬回自己家里住，但又怕伤
了老人的心。

“看到公婆围着我转，也很
感动，但我现在的身体真的吃
不下去，每次看着婆婆拿着吃

的，用期望的眼神看着我，拒绝
的话每次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熙熙坦言，吃了之后自己的胃
堵得难受，上班的路上就会忍
不住呕吐。后来，一吃饭，婆婆
总会说她瘦，吃不下东西对孩
子不好，还会说生出的孩子会
太小，营养跟不上会影响孩子
发育。

在这种环境下，熙熙感到
“压力山大”。因为吃饭这个问
题，她哭过好几次了，但又不能
向娘家人诉苦，怕两家关系因
此变僵。“我觉得现在都快抑郁
了，只有在我爸妈家才能喘口
气，可是娘家离我工作的地点
实在是有些远，不然我真的要
搬回家住了。”熙熙爸妈看到女
儿孕吐这么严重，心疼得不得
了，但也束手无策。

熙熙的老公虽然也知道这
件事，但他总觉得不是什么大
问题，认为孕吐是必经之路，
其他人能熬得过来，熙熙也可
以。熙熙自己也明白，公婆对
她很好，但他们更看重孩子，
逼着她吃一些不想吃的东西，
口口声声说都是为孩子好，从
没考虑过熙熙。熙熙说，怀孕
以后，除了吃饭这个事，其他
的方面，公婆都做得很好，挑
不出一点问题。

“我现在是敏感期，朋友劝
我，等过三个月就好了，那时候
就能吃了。但日子真的很难熬
啊！婆婆最近开始给我炖燕窝
等补品，不吐难受，吐了心疼
……”熙熙很苦恼，有没有一个
办法，能不伤害婆婆的热情，还
能让自己舒服点？

◎记者手记＞＞＞
传统孕育观中，孕妇永远

是重点保护对象。而孕期也是
最容易引发家庭出现两个极
端，好的会人人羡慕，差的又让
人听了咬牙切齿。

熙熙现在的生活，可以说
是羡煞旁人。公婆对她呵护备
至，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
如何给他们小两口提供更好的
服务上，这样的暖心公婆实在
可遇而不可求。不过，虽然婆婆
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逼饭的
行为，却并不提倡。

毕竟对于宝妈来说，孕期
不适，孕吐就已经够折磨人了，
还这样强逼着宝妈吃饭，就更
加让人难受了，并且宝妈本来
就孕吐严重，继续吃肉，即使吃
了，也会吐出来，对于增加宝妈
营养，一点好处都没有。此外，
宝妈不舒服，难受了，胎儿也是
会跟着受到影响的。

实际上，孕期该如何饮食，
营养如何搭配更为科学，这样
的问题，只需买本书籍学习一
下就能解决。孕期呕吐也是正
常的生理现象，不可太在意。随
着孕期延长，此问题一般就会
慢慢消失。

对于公婆准备的饭量太
多，妻子无力吃下，作为丈夫，
可以和父母沟通一下，并用所
学的科学孕妇饮食知识耐心解
释。如此一来，既得到公婆的理
解，不会影响婆媳的和谐，也不
让孕期里的妻子难受。

毕竟，孕期保持一颗快乐
的心情，对胎儿能否健康发育
尤为重要。

怀孕后
婆婆的热情成负担

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
海默病在早期有哪些信号？如何预
防阿尔茨海默病？日前，记者就此采
访了义乌市中心医院精神科主任、
主任医师方向明。

相比庞大的患病人群，公众认
知程度低、患者就诊率低、缺少创新
且有效的治疗手段、家庭及社会照
护成本高等，已成为许多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家庭所面临的真实写照。
在此，方向明医生呼吁，“老糊涂”不
可轻视，大家要提前预防、早诊早
治，同时，也要关爱和尊重阿尔茨海
默症患者，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老百姓口中的‘老年痴呆’一
般是指阿尔茨海默病，这是痴呆最
为常见的类型。”方向明介绍，阿尔
茨海默病临床表现主要有渐进性记
忆减退、视空间技能损害、失语、失
用、失认、执行功能障碍等全面性认
知障碍，严重影响社交、职业与生活
功能，常伴有人格和精神行为改变。
他提示，家中老人如果有记忆力下
降并影响日常生活，难以遵循计划
或解决问题，执行日常任务困难，交
流障碍，社会退出，判断或决策改
变，情绪或人格变化等表现，可能是
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信号。

“近年来，老百姓对老年性痴呆
其实并不陌生，但多数人仍存在着
一些误区，认为得了老年痴呆是没
法治疗的，反正治不好干脆就不治
了。”方向明表示，实际上，阿尔茨海
默病是有多种治疗药物的，早诊断、
早治疗，效果也会越好，同时也要坚
持足量、足疗程治疗。

那么，如何辨别老人的记忆力
有没有出现问题？

方向明表示，如果家中有长者
出现记忆力衰退症状，可以及时到
精神科或神经内科等相关科室就
诊，做进一步筛查诊断，并提倡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做一次记忆
力和认知功能的评估。

在治疗方面，药物治疗并不是
唯一方式和途径，第一重要的是积
极预防，接下来才是药物治疗干预，
通过正规疗程加以管控。在日常生
活方面，照料者可以通过开展积极
主动的认知功能训练和体育锻炼进
行护理，尽可能地改善患者病情。

在此，他也提醒，对于患有阿尔
茨海默病的患者，心理疏导是非常
需要且是必不可少的，随着疾病进
展，患者会出现情绪异常，家属及照
料者应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帮助其
疏解不良情绪。同时，家属及照料者
也可能会出现心理障碍，建议也要
及时向专业心理医生进行咨询。

请相信，记忆有爱不会褪色，家
人的耐心、爱心会给予患者最大的
支持！

建立正确诊疗观念
专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

世界太美好，我不舍得您忘掉
——第28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报道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

春……”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言，这样安详

的晚年却成为奢望。据《世界阿尔茨海默症 2018

年报告》显示，全球目前至少有 5000 万患者。在

中国，这个群体大约是 1000 万人。“记忆的橡皮

擦”正在逐渐抹去他们美好的回忆，对幸福的感

知越来越少……

2021年9月21日是第28个“世界阿尔茨海默

病日”，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DI）宣布今年的

主题为“知彼知己，早诊早智”，强调早期发现早期

诊断和早期治疗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更充分地了解

这块“记忆的橡皮擦”，最大程度守住爱的记忆，就

是本期《心灵护航》要谈的话题。

今年80岁的张大爷，每天都早
起出门去菜地里种菜。今年夏天的
一个上午，张大爷出门后一直没回
来。张大爷的儿子张先生正想报警，
接到了隔壁村村干部的电话：“你爸
找不到家了，现在在隔壁村的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快来接他吧。”接父
亲的时候，隔壁村的村干部悄悄提
醒张先生：“你父亲是不是患了老年
痴呆症？”这时张先生才意识到，父
亲可能真的生病了。之后，张大爷在
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就诊，被诊
断为阿尔茨海默症。

在人们的认知里，阿尔茨海默
病就像人们脑海中的“橡皮擦”，让
老人忘记自己忘记亲人。但实际
上，遗忘只是它的一种表现，很多
时候，它还会彻底改变一个人性
格，如将温柔了一生的母亲变得暴
躁多疑，家人甚至会怀疑他们“精
神出了问题”，却没想到是阿尔茨
海默病的原因。

胜兰（化名）对此深有感触。
“我婆婆这大半辈子过来，一直与
人为善，很少有急红眼的时候，第

一次与邻居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还
调侃她‘老糊涂’了。”胜兰说，9 年
前，60多岁的婆婆因为多次莫名与邻
居发生冲突的行为，去医院检查被确
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发展至今，婆婆
吃饭时不时往外喷、出门后就迷路、
在客厅上厕所等行为已经让负责照
护的胜兰苦不堪言。

在医学上，阿尔茨海默病被认为
是一种退行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意
味着神经细胞在逐渐萎缩，患者思维
能力、记忆力和行为独立性被慢慢摧
毁。可怕的是，患者本身往往感受不到
疾病带来的问题，而家属却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和痛苦。

据相关数据显示，阿尔茨海默症
在我国 65 岁以上人群中的患病率高
达 5.5%，其表现为记忆减退、词不达
意、思维混乱、判断力下降等脑功能异
常和性格行为改变等，“就像大脑中有
个橡皮擦，把记忆都抹去了一样”，严
重影响日常生活。但目前，该病所带来
的危害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普遍存在“老来糊涂是正常现象，不是
大问题”的错误观念。

“老糊涂”，也可能是一种病

9 月 21 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
病日”，而今年这个日子更特殊。因
为同一天也是中国传统的节日——
中秋佳节。

幸运的是，在义乌的养老机构
里，阿尔茨海默症的康复服务已经
被日渐重视，各种专业照护计划、方
案、活动的实施，让这些被“岁月神
偷”降低了认知度的长者们，不但在
中秋佳节有充分的仪式感，日常照
护也更加有效，使得他们在走向衰
退的路上慢一点、再慢一点……

当天下午，怡乐新村养老服务
中心专属认知症老人的时光家园里
传来阵阵欢笑声。原来，老人们在社
工和家属的陪伴下，正在一起制作
灯笼，不一会儿，“花好月圆”“月满
中秋”“玉兔吉祥”……形态各异的
玉兔花灯呈现了出来。撕、拼、贴
……别看这些步骤对于普通人来说
很简单，但是对于认知症长辈来说
却是天大的难事，因为他们会瞬间
就忘记。

“我们这里不少长辈属于中度
甚至是中重度认知障碍，不认识家
里人的，但是看着视频时，他们都会

有些反应，有的会不自觉冲着屏幕摆
手，有的会笑出泪花”。怡乐新村养老
服务中心院长周晨斌说，为了唤起老
人珍珠般温润的记忆，当天，社工还精
心制作了“老小孩视频集锦”，感动了
家属，也勾起了“老小孩们”的回忆。

据了解，时光家园是怡乐新村于
2019年新开设的特色认知症专区，位
于中心13号楼，共计6层，48个房间，
床位数96张。陪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的公公在院内参加中秋活动的赵女士
告诉记者，时光家园内配套的进餐、助
浴、生活照料、下午茶点心、生命体征
监测、健康指导、营养膳食指导等服务
一应俱全，公公在这里受到了比在自
己家中更好的照护。

“当与认知症老人在一起什么也不
想做，难以沟通时，也不要放弃‘在一
起’的机会，尽管他可能不记得你，但是
他肯定记得这种被关爱的感觉。”周晨
斌介绍，对于延缓认知症，时光家园除
了鼓励至亲陪伴治疗外，同时通过开展
手指操、绘画涂鸦小游戏等精细运动，
利用儿时玩具、唱红歌等怀旧治疗，在
五感花园里种植花木的园艺疗法以及
游戏治疗等方式延缓认知症。

对付“岁月神偷”，只能让它“慢一点”

养 老 机 构
社 工 陪 伴 时 光
家 园 里 的 老 人
做游戏。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