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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装了摄像头
本报记者 李小贤 摄影报道

摄像头作为“看家神器”，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关注”老人、
“看护”孩子、“监督”保姆……

“妈，今儿晚上吃的啥呀？”
“玉米粥、小葱抹酱、烧鸡”……
几乎每天晚上，崔艳都会打开手
机软件看看母亲在干什么，然后
母女俩唠唠家常。

崔艳住在沧州市区，七旬母
亲独自住在盐山农村的老家。为
了时时能看到母亲，崔艳和哥
哥、姐姐在母亲家安装了摄像
头。在崔艳看来，既然不能时时
陪在母亲身边，那这种“云陪伴”
也不错。

如今，摄像头出现在了很多
家庭中。它们或是用来“陪伴”老
人，或是“看护”孩子……它们带来
温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云陪伴”

摄像头被安装在崔艳的母
亲家中已经有几个月了。崔艳的
母亲早已习惯了儿女突如其来
的问候声。

崔艳他们为独居母亲安装
摄像头的念头，源于母亲的一次
突然生病。

崔艳的母亲今年 76 岁。儿
女多次提出让她搬到城里一
起居住，可是母亲总是说：“金
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

拗不过母亲，崔艳和哥哥、
姐姐只能增加了回家的频率，特
别是哥哥，几乎天天从县城开车
回老家。可即便这样，也有意外
发生的时候。

去年 9月的一个早上，崔艳
的姐姐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
她头晕难受。姐姐和姐夫就在邻
村，他们迅速开车来到母亲家，
发现大门在里面拴着。他们叫门
没有人应声，向邻居借来梯子翻
墙入院，发现母亲正躺在外屋的
地上。

原来，老人听到女儿两口子
在外叫门时，强忍难受下炕开
门，哪知道刚挪到外屋就歪倒在
地。

他们将老人送到医院住院
治疗。老人出院后，在儿子家住
了不到一个月，说什么也不住
了，又回了老家。

母亲故土难离，儿女们又不
能时时陪在身边，崔艳提议可以
安装摄像头，通过手机软件随时
随地看到母亲。哥哥姐姐一听这
个方法好，很快摄像头就装好
了。一个摄像头被安在母亲卧
室，一个被安在院子里。

有了摄像头，崔艳他们兄妹
感觉太好了，可以随时看到母亲
在干什么。崔艳的哥哥早晨一起
床第一件事就打开手机软件看
看母亲，崔艳晚上空下来必然和
母亲通过摄像头聊一聊，崔艳的
姐姐时间相对充裕，随时查看。
老人吃饭、干家务、看电视，在院
中菜园里除草、施肥等都在他们
视线内。邻居来了和母亲聊天也
在他们的关注下……虽然不能
时时陪在母亲身边，但崔艳他们
觉得这样“云陪伴”很不错。

“云看娃”

家住运河区的田静静，在家
里也安装了摄像头，目的却是为

了看娃。田静说，她周六周日有
时也要上班，孩子单独在家，她
有点不放心。有了摄像头，她和
孩子可以保持联系。

田静静记得，有一次，孩子
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杯子。玻璃
碴子掉得满地都是。她通过手机
软件，查看家里的情况时，发现
孩子正用手捡碎玻璃，吓得她赶
紧阻止孩子，并问孩子有没有受
伤。得知孩子没事，她的心才踏
实了。她指导着孩子用扫帚、簸
箕将地面清理干净，并嘱咐孩子
在她回家之前，不要光着脚行
走。一下班，田静静就赶回家，对
地面进行了彻底打扫。

孩子独自在家，安全问题不
能忽视。田静静在手机下载的软
件上设置“电子围栏”。只要孩子
出了“电子围栏”，田静静的手机
就会收到警报消息。她会赶紧查
看摄像头视频。

“我家安摄像头有几年了，
起初是因为孩子小，单独在家会
有些害怕。给她手机吧，我担心
她长时间看手机，不给手机吧，
又担心无法及时和她联系。安了
这个摄像头，与手机绑定后，我
和在外工作的丈夫随时都可以
看到孩子，挺好的。”田静静说，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自主性越来
越强，她看摄像头的次数也比以
前少了。

除了考虑到安全问题，32
岁的王健在家里安装摄像头，是
为了督促孩子的学习。

王健和妻子是双职工。每逢
孩子放寒暑假的时候，就是他们
最头疼的时候。为此，他安装了

摄像头。
“坐直了写字，别趴桌上。”

“你怎么又看电视呢，字练了
吗”……这样的隔空喊话经常出
现在他们父子或者母子之间。对
于爸妈的“突然出现”，孩子早已
见怪不怪了，有时还会对着摄像
头吐吐舌头，扮个鬼脸。

“云监督”

李苏萌曾在客厅安装过一
个摄像头。她想看新来的保姆带
孩子究竟怎样。

李苏萌家的孩子两岁，家中
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帮忙带孩
子。李苏萌思来想去，打算找一
个保姆帮忙带孩子。

对于李苏萌来说，将孩子交
给一个陌生的人，她始终有些不
放心。可是自己去上班，也不知
道保姆到底怎么样？

要不安个摄像头，一个念头
在李苏萌的脑海里闪过。她把这
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可丈夫却有
些反对。“将心比心，你也不希
望，你干活的时候，背后总有双
眼睛盯着你吧，你这是对别人的
不信任。”

李苏萌却反驳丈夫，她又不
会一直看视频，就想着让自己上
班的时候踏实一些。

将摄像头安在家里后，李苏
萌把这个事情告诉保姆，并表示
她会不定时打开手机，查看一下
家里的情况。保姆也没有反对。
李苏萌查看实时画面时，或看到
保姆为孩子讲故事，或看到保姆

陪着孩子做游戏……孩子开心
的表现，也反映了这位保姆对孩
子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后，李苏萌觉
得这位保姆对孩子不错，就放心
了。

一次在与保姆聊天的过程
中，两人说起了摄像头。保姆说，
她知道孩子家人的担心，但她既
然选择保姆的工作，就不会不对
孩子好。她在其他家庭工作时，
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只要是安装
在家里公共空间，她也能够理
解。但她还是希望大家彼此信
任，不想背后总有双眼睛，让人
觉得不自在。

“云记录”

市民杨茹家安装摄像头就
是为了记录家里宠物的日常生
活。

杨茹养了宠物狗和宠物猫。
杨茹在猫舍附近和客厅内分别
安装了摄像头，记录下了很多有
意思的场景。

杨茹通过摄像头发现一个
秘密。有人在家的时候，她家的
宠物狗非常乖。可是当家里没
人的时候，它就会跳到沙发上
舒舒服服地躺着，这是主人平
常严禁它待的地方。每当发现
宠物狗上了沙发，她会隔空喊
宠物狗别上沙发。宠物狗听到
她的声音，会条件反射瞬间跳
下沙发，然后一脸茫然地转着圈
找主人，非常可爱。

猫舍旁摄像头拍下的视频

更是给他们一家带来许多乐趣。
杨茹和记者分享了几段摄像头
拍下的视频图像，这些视频中的

“主角”是家中的猫。“看看它们
多么可爱。”

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两只小
猫咪凑到了一起，你碰碰我，我
拍拍你，嬉戏着。随着摄像头的
移动，另一只猫咪也进入了视频
中。这只小猫咪更为活泼。它跳
到了躺椅上，时而舒服地躺着，
时而从椅子上探出头去……

杨茹说：“猫妈妈和猫宝宝
之间的互动更是会让看视频的
我心里暖暖的。平时，我也会把
有意思的视频分享给家人。”

“云问题”

在家中安装摄像头，有的带
来了温馨，而有的却会带来一些
问题。

李颖的孩子今年上初一。除
了吃饭，孩子经常把自己关在卧
室里。李颖想知道孩子到底是在
玩，还是在学习。她趁着孩子上
学的时候，在孩子的卧室里安了
摄像头，对着孩子的书桌。

没想到，孩子回家后很快就
发现了。他很生气，直嚷嚷侵犯
了他的隐私。最后，母子俩的争
执以拆除了摄像头结束。

如何看待家里装摄像头？记
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有人认
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监督
孩子和保护老人的作用。但也有
人认为，家里装摄像头从某种角
度上看，也会泄露个人隐私，甚
至会引发家庭矛盾。

市民孟先生说，他也曾想给
独居父亲安装一个摄像头，可是
老人说什么不同意，就认为是儿
女们要监视他。他与老人商量不
通，也就放弃了。

于丽丽是我市一名心理咨
询师。她说，在做心理咨询工作
中，她也遇到过家长没有和孩
子商量，为孩子装摄像头引发
家庭矛盾的情况。有的家长自
认为给孩子安摄像头可以解决
孩子不自律的问题，他们没有
和孩子沟通，就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做。这种做法引起了孩子
的反感，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
孩子。他们认为家长的这种做
法，让自己没有了隐私，也不被
尊重。安装摄像头非但没有起
到良好效果，反而激化了家长
和孩子的矛盾。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家长
和孩子之间要多沟通，不要认为
一些生活小事无关紧要，往往是
这些小事会成为矛盾的导火
索。”于丽丽说。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市民也
表示，装摄像头是柄双刃剑，不
可避免伴生出隐私安全、信息安
全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其安装与
使用上，把握好分寸，在人财安
全与隐私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家
内安装摄像头也不能任性，有时
虽然是出于看护家庭成员的目
的，但也要征求共同生活成员的
意见，避免影响家庭关系。同时，
家装摄像头要重视自我隐私保
护，提高安全性。

（文中受访者部分为化名）

摄像头成为摄像头成为““看家神器看家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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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招聘医生护士/招聘科室承包合作：
中、西医疼痛骨外牙皮肤妇儿男性不孕不育科室。

13131750927微15633173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