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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生白皮书

民生故事

两位孤寡老人的

幸福生活
济南燕子山小区西区78岁的老

人马文生孑然一身，却不感到孤单。
每周都有四五个小时，他打个电话，
便有志愿者上门陪他读报、健身、
聊家常，有时候还帮他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上门的志愿者有不少还是
同一个小区的，所以拉起家长里短，
老马感到分外亲切，觉得那好像就是
自己家发生的事。“我一个贫困老人，
没钱没亲戚，连养老院都住不起，也
不舍得离开这个老房子。去年老龄委
把我列入困难老人居家养老关爱志
愿服务活动的对象，每个月有20个小
时都可以有人提供上门服务，政府买
单，我没有一点负担。”老马说，这些
志愿者的服务让他丝毫感觉不到一
个人生活的孤单。

让老马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夏天
的一个晚上，天气异常闷热，他因为
消化不良去社区医院看了病，回到家
就躺下了。志愿者给他打电话的时
候，知道他病了还没有吃饭，一个小
时之后就端着热乎乎的玉米粥送上
门来。“当时志愿者还跟我说，我有糖
尿病，所以给我弄了玉米粥。我问他
怎么知道我有糖尿病的呢？原来是体
检的时候，他们给我建了健康档案。”

“他们每次来，都喜欢拉着我到
社区活动站，我认识了很多的人，每
次和别人聚在一起唱歌下棋，心里
就格外亮堂，好像啥病都没了。”马
文生说，在志愿者的鼓励下，他还开
始学说快板，有时候还能在大家面
前露一手。

孤寡老人孙吉胜对自己在老年
公寓的生活也非常满意。他喜欢花
鸟，公寓院长买来宠物鸟，还在院子
里种了大量花木，让他和其他老人闲
时可以浇浇花、逗逗鸟；怕他闷，公寓
请来志愿者教他们舞蹈健身。他喜欢
怀旧，公寓就在上午10点下午3点定
时播放老歌曲。老人时常感慨：“就算
是有儿有女，也不见得能这么贴心。”

2400万撬动
山东养老服务市场
本报记者 刘爽

日前，在济南天桥区老年公寓内，青年志愿者们正在为张桂兰老人进行足部检查。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委员建言

应调动社会力量

发展养老服务业
省政协委员、文化厅副厅长李国

琳一直关注我省养老服务业发展。她
指出，山东省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
的大省，目前老年人已过千万，老龄
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养老
服务尤其重要。

“对政府在老年人事业方面的关
注和努力，我非常满意，这是民心工
程的具体体现。”她说。

同时她指出，在政府加大投入的
同时，出台一系列具体政策和优惠措
施，吸引全社会加入到养老服务业发
展也是一个必然趋势。吸引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事业发展，同时也是良好民
风的一个培育和体现。“山东历来民
风朴实，敬老、爱老的风气由来已久，
出台更多优惠措施，动员社会力量养
老，既能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也是
一种德政工程。”

民生期待

民营老年公寓

渴望政府扶持
“办老年公寓14年了，卖了自己甚

至是父母和兄弟姊妹的住房，贴上了工
资、积蓄，借了近200万元的外债，累计
投入了4 0 0多万元，至今还翻不过身
来！”说起办老年公寓的艰辛，烟台市一
家老年公寓的院长高丽丽满肚子苦水。

1998年，在烟台市中医院工作的高
丽丽看到一些孤寡老人没人照顾，很可
怜，便萌生了办老年公寓的想法。她看
中了一个1200平方米的三层厂房，买下
来要130万元，再装修、配置设施至少要
100万元。最初她想到了贷款，中行、工
行、建行、商业银行，她跑遍了烟台市所
有的银行，可人家一听说办老年公
寓，就摇头，说你要是到期还不了，
我们也不能把老人赶到路上去！她只好
卖住房，兄弟姊妹派任务，每人借10万，
可还差得远，只好向个人借款，6%、
10%、20%的利息都借遍了，高息借款压
力太大了，至今欠着30多万元的债，根
本不敢投入改善设施。年久失修的木门
窗四处透风，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可
没钱换。直到2008年，省里以奖代补
奖励了20万元，她才装修了二楼、三
楼，一楼至今还没装修。

“现在已有政策扶持福利性和非营
利性的，对企业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缺
乏政策优惠。拿资金来说，没有低息、无
息、贴息贷款以及优先贷款。在水、电、
燃气等价格优惠方面也有重重限制条
件，我们负担太重，希望以后会有给力
的政策出台，支持一下民营养老机构的
发展。”

践行承诺

600万元扶持

30个养老机构
《省级财政扶持城镇养老服务机

构暂行办法》实施4年多来，取得了良
好效果。2011年共奖励扶持了30个养老
服务机构，扶持资金600万元。4年来，此
项目省级财政投入扶持资金2400万元，
奖励扶持养老服务机构120个。

2011年3月30日，省老龄办制发了
《关于开展养老服务业突破年活动的
通知》，把发展养老服务业作为全省老
龄工作重点进行突破，积极指导全省
开展养老服务活动，重点抓好健全完
善扶持政策、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试点、
开展养老服务培训、推动骨干养老服
务项目落地和做好农村老龄服务工作
方面实现“五突破”。

在省老龄办的督促推动下，大部
分市都积极采取措施，在养老服务业
推经验、建项目、出政策方面有了新的
突破。

滨州市出台《滨州市养老服务社
会化发展规划》，为养老服务提供政策
支持和理论保障；济南市“养老服务业
突破年”活动进展顺利，通过新闻媒体
公开承诺的80项活动全部完成；聊城
市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为老
年人提供就近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
青岛市开展福利机构管理改革试点，
调整养老机构登记核准流程，强化区
(市)管理职责；日照市出台《日照市农
村社区建设基本标准》，加快农村社区
服务中心建设；泰安市开展村居“银龄
幸福家园”创建活动，力争3年时间在
全市村居建成为老年人提供集中生活
居住的老年公寓、老年片房、老年服务
中心100家；威海市依托市社会福利院
成立了威海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烟台市启动养老服务职业技能
培训鉴定工作，组织了养老服务职业
技能竞赛，养老服务向职业化、专业化
方向发展迈进。

承诺
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逐步扩大高龄津贴发放范围，为65岁以上老年人
每年进行一次免费查体。

践诺
省老龄办与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组织实施了今年

的城镇养老服务机构扶持项目，奖励扶持了30个养老
服务机构，扶持资金600万元。全面展开为65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健康查体工作，900多万老年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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