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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父母在，不远游”这句古语已经难
以适应社会现实。很多年轻人为了工作和事业不得已在外打
拼，没办法和父母长期住在一起，家用监控就成了很多子女们
了解家里老人生活状态的渠道之一。监控画面摊开了老人真
实的生活，有老人的孤独和思念，也有不得不接受的无奈，还有
隔着屏幕的对话和想念。记者采访了许多老人对安装家庭监
控的看法，聊聊自家“摄像头下”的故事。

我在父母家装了个摄像头
子女隔“屏”守护有安全保障 但也有老人觉得不自在 专家称一切以尊重老人意愿为前提

那么，用摄像头监控独居
老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侵犯隐
私权吗？据了解，家里安装摄
像头是否侵权，要看子女是否
将安装位置如实告知老人，如
果老人同意安装，则不构成侵
犯隐私权。需要注意的是，在
浴室、卫生间、卧室等私密性比
较强的空间不应安装摄像设
施。

针对个人信息安全，有专
家表示，目前市面上不少品牌
的摄像头，存在用户信息泄露、
数据传输未加密等安全缺陷。
在购买摄像头时，可通过互联
网查询等方式对所选品牌进行
一定的了解。在使用监控时，
应设置一定强度的密码，并及
时关注摄像头软件提醒。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
母陆续步入老年，预计 2030年
中国空巢老人的数量将增加到
2 亿。据报道，我国每年老人
跌倒达 2500 万次，60％的老人
意外跌倒发生在家中，一根电
线、一条加热毯、一个水杯，都
可能给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带来
生命安全的威胁。空巢老人如
何平安、顺利地度过晚年成为
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让亿万独居老人安享晚
年，是家事，也是国事。青岛市
民政局建成了对空巢独居老人
用水、用电、用气异常情况实时
监测的“空巢独居老年人智慧
监护平台”。一旦发现老人用
水、用电、用气量低于设定的
安全值，平台系统会报警并向
老人子女或所在社区发出信
息提示。专家表示，全社会要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既要
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
居住或共同生活，同时创新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发展多
样化养老服务，进一步推进智
慧养老，为独居老人安全多一
份保障。

预防意外有安全保障

家住李沧区的黄阿姨今年81岁，两
年前老伴去世，三个女儿本想让老人轮
流上自己家住，却被老人拒绝了。无奈
之下，孩子们决定给母亲家安个摄像
头。于是，黄阿姨的家里很快多了三处

“眼睛”，客厅一个能看到卫生间出入，卧
室一个对着床，还有一个在厨房。

黄阿姨告诉记者，当初女儿提到在
家里装摄像头时，她还开玩笑地说：“你
们要监控我啊？”不过，很快她便接受了
这个提议，原因是她也觉得“安全有保障
一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更让黄阿姨
体会到了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必要性。“当
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买的保险快到期
了。”黄阿姨回忆，对方在知道她是独居
老人后，就让她按照电话里说的步骤给
保险续费。“我对手机不熟练，遇到不会
的地方就慌了。”黄阿姨说，大女儿在监
控中看到了她的慌乱，也听到了“转钱”
的对话，立马制止了她，并随即打车赶到
家里。“女儿说那是骗子，确实电话打回
去就打不通了，幸亏当时女儿在监控里
看到了。”

同样，家住市北区78岁的王女士家
中也安装了三个摄像头，“两个孩子都在
国外，我自己在青岛，他们不放心。”王女
士告诉记者，在家中安装上摄像头，孩子
们能随时随地关注到她在家中的情况。
监控虽然是单向的，在这一媒介之间实
现的情感连接却是双向的。黄阿姨的女
儿说：“通过监控摄像头，可以随时随地
了解老人的动向。”除此之外，有时还能
通过摄像头与母亲聊天。

父母反而不自在和失落

出于对父母生活的安全考量，在青
岛工作的张先生也为老家 70 多岁的父
母装上了摄像头。“一开始，每当爸妈经
过的时候，我就会找个单位里相对安静
的地方，隔着摄像头和他们聊上几句，我
真实感受到了高科技产品的重要作用，
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让我们之间七八百
公里实现了无缝连接，极大便利了交流
与沟通。”但没过几天，张先生就发现了
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张先生说，摄像头一定程度干扰了
爸妈的正常生活。“从前，我妈早上起床
后都会在院子里梳半小时的头，穿着也
相对随意；现在，妈妈不太会蓬头垢面地
出现在院子里，衣着也相对正式一些。”
这些不经意的改变，背后反映了摄像头
的初始功能——监视，摄像头是一种技
术控制手段与工具，监控了行为，父母的
日常都被记录在摄像头里，他们的举手
投足与喜怒哀乐，都在孩子们的眼皮底
下。“我发现，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一辈
子的行为习惯，有了摄像头后，爸妈反而
变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自在了。”张先
生开始有点后悔和动摇。

随后，摄像头让妈妈的一次次“失望”
更让张先生怀疑这个决定。“因为妈妈总
会习惯性抬头张望摄像头，甚至在摄像头
下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可结果却是，由于
工作忙，我和弟弟很少能与她互动。”张先
生说，“摄像头给了父母一种假想与期盼，
他们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却无
法兑现那份期盼，无疑会增加老人的失落
感。”甚至还可能存在一种观点：“我已经

安装了摄像头，对家里的情况一目了然了，
我用不着那么频繁地回家了。”

摄像头寄托遥远的祖孙情

“装监控，是因为有一次奶奶在老家门
口摔了一跤，我们知道了特别担心，怕她一
个人在家不安全。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现
拿手机都麻烦。”90 后小周在北京工作，从
小与奶奶亲近，一次回家探亲后，她决定为
独自居住在城阳区的奶奶装上监控。

“一开始我说话，奶奶会到处找镜头。
我跟她说，看头顶白色的球。她找到了，笑
了半天，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有些愧疚，为什
么没有早点装，这样奶奶想着我就会每天开
心一点。”小周分享道，她经常晚上下班回家
吃饭时，用监控“喊”奶奶出来聊天。“时间一
长，奶奶每到吃晚饭的时间就拿一个小凳子
坐在门口，告诉我今天吃了什么，问我吃什
么。”小周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奶奶联系，
她每天都觉得很踏实，以前奶奶经常报喜不
报忧，她经常担心奶奶的身体，现在孙女的
思念有了“传输”与寄托，更放心了。

小周告诉记者，老家有很多这样的留守
老人，都觉得很新奇，白天的时候奶奶和朋
友们常常聚在摄像头下面聊天、做家务，时
不时抬头看看。“对奶奶来说，不管我在不在
后面，她都知道我在陪着她。所以即使我可
能不在，她也会时不时和摄像头聊天。我觉
得监控反而更像是微信语音视频，拉近了我
跟她的距离。”小周表示。

考虑居家安全从抗拒到妥协

80 岁的张大爷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由
女儿牵着，挪动着腿在院子里溜达，画面被
监控拍下。三年前，张大爷的老伴去世，张
大爷有睡眠行为障碍，睡着后总拳打脚踢。
过去有老伴照看他，如今老伴走了，女儿就
想给他装个监控。但张大爷总是脸一沉，

“监控就跟双眼睛似的看着我，我不舒服，不
行。”可有一次，他睡着后，直接从床上栽了
下来。女儿又小心翼翼地提出安监控，考虑
到身体原因，张大爷最终妥协了。

看监控录像最多的人，除了女儿，还有
在外地当医生的外甥女小于。得知姥爷摔
倒过两次，小于马上翻找监控画面。发现第
一次是想坐到椅子上时一不小心坐空了，还
好没有受伤。还有一次是起身时，拐杖还没
立好，他身体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姥爷过
去只是眼睛花，耳朵聋，但姥姥去世后，他的
身体状态越来越不好。”小于难过地说，“眼
睁睁看着姥爷摔倒是很难受的事情，但是我
必须克制这些情绪，因为我需要通过摄像头
来看一下姥爷是怎么摔倒的，以判断他的身
体有没有其他情况。”

工作不忙的时候，小于经常往家里打电
话，告诉姥爷如何站起坐下，以避免摔倒，有
时还通过摄像头为姥爷讲解健康和养生知
识。张大爷不停地说着：“孩子这么忙，又给
孩子添麻烦了。”

推进智慧养老
增加安全保障

看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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