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旬老人两年离家出走22次
这位空巢老人成救助站常客，历年护送费总额达11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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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偷蜂箱被数万蜜蜂

攻击身亡

本报聊城5月8日讯(记者 刘
铭) 7日凌晨，聊城临清一名63岁
老人用电动车搬运两个蜂箱，在景
观运河二闸口拐弯时，蜂箱掉下，
蜂箱内数万只蜜蜂一拥而出攻击
老人，造成老人死亡。据初步判断，
老人死于蜇伤过敏性休克。

家住临清的连先生说，事情发
生在5月7日凌晨3点多，死者是市
区龙山路附近居住的63岁的孙某，
是一名退休人员，其家中养着蜜
蜂。事发时，孙某从龙山路青年桥
附近用电动自行车载着两箱蜜蜂，
沿着景观运河走出不远在二闸口
拐弯处，由于不慎，导致蜂箱从车
上掉了下来，受到惊吓的蜜蜂开始
攻击孙某。

事发现场是一条土路，路面不
平，路中间有些小水坑，仍可见已经
死掉的蜜蜂。在附近做早点的一位
女士说，7日凌晨3点，她出去准备摆
摊卖饭，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路上，后
来才知道是被蜜蜂蜇死了。

而据附近的养蜂人说，孙某是
凌晨偷别人蜜蜂而发生意外的。被
偷者就在青年桥附近养蜂卖蜂蜜。
其中一个养蜂人说，孙某家养的蜜
蜂不好，所以才去偷别人家的。因为
现在是养蜂旺季，每个蜂箱里大约
有4万到5万只蜜蜂。

据临清市青年路派出所民警
介绍，孙某骑电动车偷蜜蜂，半路
上蜂箱翻了，后遭到蜜蜂攻击蜇伤
死亡。而现场的两个蜂箱经确认，
确为青年桥一养蜂人的。

据临清医院皮肤科医生推断，
造成死亡的原因可能是蜜蜂蜇伤
过敏性休克死亡。人被蜇伤后会对
过敏原产生一种超敏反应，这种反
应在医学上属I型变态反应，对一
般人群仅引起轻微不适，而对过敏
体质的人则可能引起致命性反应。

格小常识

被蜜蜂蜇伤

不要挤压毒针

泰安一位名叫唐志平的七旬老人，从2011年2月至今，先后被上海、武汉、天津、济南救助管理站救助送返多达

22次。记者了解到，由于没有妻子和儿女，这位老人早已没有真正的家。他被屡次遣送，又屡次外出走失。与唐志

平相似的空巢老人们走失流浪，也难住不少救助人员。如今，失独老人、空巢老人、失能老人，已经成为社会的一

个群体，他们如何才能安度晚年，如何填补空巢老人回家的关怀“空白”，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何屡次出走?

在家憋闷
想念亲人

“我是去看外甥的，但是没找
到他。”8日中午，面庞消瘦的72岁
泰安残疾人唐志平拖着伤腿，躺
在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的横椅上。
这一天，唐志平刚刚被三名上海
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送到济
南。9日，他将启程回到户籍所在
地泰安。

但谁也不知道，回家后，唐志
平还会不会再跑出来。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眼前这位面色憔悴的老
人，在2011年2月至今两年多的时
间里，经常离家出走，他在全国各
地救助站的救助记录多达22次。肢
体残疾，自身无力解决食宿问题，
成了他每次被救助的直接原因。

“你看，他2011年2月去过天
津，又去过南充。2012年去过上海
两次，2013年1月又跑到了武汉。这
回，他在上海，被当地的救助管理
部门给送回来了。”济南市救助管
理站业务科长石国华对记者说。

唐志平的家在泰安市泰山区
财源办事处旧镇村。他有泰安公
交乘车卡，佩戴手表，小包里还
有几件干净的衣裳。他说，自己
去武汉是为了旅游，去上海是
为了找亲戚，只是脑子糊涂了，
才走失的。

唐志平说，自己在家有时也
看电视，跟邻居下棋，但时间长了
会想念自己的“亲人”，憋闷了就
会出去转转，也喜欢旅游。

“这回我再也不往外走啦，真
的。我以后就在家看电视、下棋。”
唐志平的回答让人们将信将疑。

石国华表示，即使没有家庭
关爱，如果现有社区照管机构完
善，也可以防止一些“空巢”老人
走失。但在实际生活中，唐志平回
到户籍，却无法实现“回家”，这种
情况急需社会找到办法，填补“空
巢老人”出走和“回家”的关怀“空
白”。

唐志平老人的身份证上写着他的住处。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临清市茜茜康复中心郭英告
诉记者，被蜜蜂蜇伤是一种较为
常见的现象，但蜜蜂一般不会主
动攻击人，如果蜜蜂认为人侵犯
到它们，就会采取防护措施，也就
是蜇咬人们。被蜂蜇伤后，其毒针
会留在皮肤内，不要用手挤压试
图挤出毒针，必须用消毒针将叮
在肉内的断刺剔出，然后用力掐
住被蜇伤的部分，用嘴反复吸吮，
以吸出毒素。如果身边暂时没有
药物，可用肥皂水充分洗患处，然
后再涂些食醋或柠檬。

本报记者 刘铭

一个蜂箱少说也有4万只蜜
蜂。 本报记者 刘铭 摄

“回家”要花多少钱？

成本等于养老院五年床位费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业务

科长石国华告诉记者，每次把
唐志平老人送回“家”，实际也
是把他放回无人关心、也无人
过问的环境当中，这对于一个
72岁的老人来说，就意味着孤
独落寞无人照顾。如果这个老
人身体情况允许，再次出走或
许对他是一种“希望”。

虽然唐志平老人的个人
经历特殊，但在济南市救助管
理站，像唐志平这样因“空巢”
而导致走失、流浪的老人不在
少数。石国华说，最近几年，在
大街上，高龄流浪人员数量不
断增多。

“有些老人因为年事高，
患有疑似精神疾病，或者老年
痴呆，走失以后也无法向帮助
他的人提供家庭地址；还有一
些老人家里没人了，即使把他
送回家，过一些日子，还会在
街上遇到他流浪。”济南市救
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刘子阳说。

在本报联合我省9市刊登
的“找家”寻亲网站上，记者看
到近300个走失人员信息中，
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三分之
一以上。

2012年，济南市救助站一位
70多岁刘姓疑似精神障碍流浪
老人在救助站离世，至死他也没

有等来找到家人的那一天。而大
量走失老人也占据了不菲的社
会资源。一般送老人回家，如果
是远途需两三名护送人员，往返
车费和食宿费是很大一部分支
出。如果是近途，救助机构可能
会派出司机和一两名护送员，加
油费和过桥过路费也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

唐志平老人每次“回家”，都
有一名司机和两名陪同人员护
送，单次护送成本高达5000多
元，22次的护送成本保守估计更
高达11万余元，相当于居住在一
个县级以上养老机构5年的床
位费用。

回来后谁照管？

家无妻儿，一人租房住
“我有两个儿子，都在西

安；我有大哥，他们在泰安本
地，但是他们都忙，上班，没时
间管我。”唐志平说，自己的老
伴3年前去世了。

记者拨通了泰安市救助
管理站的电话，得到的答案却
与老人所说有很大出入。

泰安市救助管理站业务
科长牛宝瑞告诉记者，老人有
时糊涂。经过救助部门调查，
唐志平老人没有妻子，没有儿
女，他在泰安甚至没有一个亲

属，只在辽宁省有一个侄子。
“我们每次想把他送回

家，但是发现他没有家了，户
口也是空挂的。”牛宝瑞说，唐
志平老人曾因抢劫罪入狱服
刑，此后在一家纺织厂成了一
名修理工。退休后，唐志平每月
可领到不足2000元的退休金。但
时至今日，唐志平的实际户口仍
没有从劳改队迁出，也就一直没
解决辖区地养老问题。

“现在唐志平一个人在泰安
租房住，我们很想把老人接来

站上住，但作为临时救助机
构，我们又不能长期供养这样
一位老人。”牛宝瑞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老
年人口突破1500万人，位居全
国前列，有692万老人空巢在
家。全省6 5岁以上空巢老人
90%需要心理慰藉和居家养老
服务，还有127 . 75万失能老年
人需要长期看护。

虽然我省已经制定养老
保障规划，但“补缺”式养老转
型“普惠”养老，仍需时日。

一个七旬老人为何频繁离家出走？孤寂是根本原因，回到
家只有冰冷的墙壁，何不出门散散心。只是频繁出门苦了救助
站的工作人员。

我国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养老问题值得每个人关注。如
何安享晚年？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失能
老人更多关爱。作为子女，也应该放下手中的工作，常回家看
看。领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每个人
都应该停下匆匆的脚步，多陪老人聊聊天，哪怕他只是一个陌
生人。 (王娟)

停下匆忙脚步

陪老人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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