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王娟 梁莹莹 美编：石岩 组版：秦川

重点

一名社工对接千名空巢老人
能照料这些老人、提供居家服务的养老机构却还在开办的路上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本报济南5月9日讯（记
者 张榕博） 因为要等待
2名泰安籍流浪人员一同回
泰安，离家出走22次的唐志
平老人(本报9日报道)在济
南又多住了一天。“我们一
直在给他寻找归宿，但始终
没有结果。”泰安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表示。

9日，又有两名泰安籍的
流浪人员被送到济南市救助
管理站，住在救助站的唐志
平老人坐在床头，表情中没
有急迫回家的意思。

“如果他愿意住在站
里，那就住上两天。如果他
自己要走，我们不能拦着
他。”泰安救助站业务科长
牛宝瑞说，“我们一直在给
他寻找归宿，眼下看来，把
他送到户籍所在地的养老
院去，我们就放心了。”

牛宝瑞说，他曾经带唐
志平去过户籍所在地的旧
镇村。但是，由于唐志平只
是在那里租住过，这个村根
本找不到他的户籍资料。

本报济南 5 月 9 日讯
（记者 张榕博） 许多老
人“空巢”，多是因为子女在
外地上班。9 日记者了解
到，今年以来，不少外地退
休干部纷纷来到济南落户，
投靠子女。

9日，记者从济南市婚
姻登记处了解到，今年前4
个月，外地退休干部来济南
落户的人数多达 50多对，
落户人数逐月增加，最近一
两年，来济南落户的外地退
休干部也呈现逐渐增加的
态势。工作人员说，这些干
部来自全国各地，落户原因
都是来投靠子女的。“以前
我们以为是冲着‘国五条’
来的，但是4月份又新增了
17对，是增加最多的一个
月，现在看是退休人员想过
来与子女一起过。”工作人
员吕奕分析说。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王茂林 刘红杰） 阴雨天
气9日告别我省。据省气象
台消息，9日白天全省天气多
云转晴，未来三天天气以晴
好为主，气温也将逐步回升。

随着一场全省范围自
西向东降水过程的结束，从
今天开始的未来三天，我省
人民将再次沐浴在晴好天
气中。据省气象台预报，今
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晴，
内陆地区最高气温27℃左
右，沿海地区23℃左右。从
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夏天
的感受也将逐渐明显，全省
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渐
回升，到 12日白天内陆地
区最高气温在 32℃左右，
沿海地区25℃左右。

格“离家22次老人”追踪

泰安救助站：

老人最好归宿

是当地养老院

格相关新闻

来济投奔子女

外地老人增多

母亲节当天

最高温达32℃

唐志平老人还在“回家”

的路上，但即使他获得户籍，

如何安度晚年仍将是个问

题。记者了解到，我省每千名

老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不到

30张，今后大量老人养老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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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小吴正向一老人介
绍最近将举行的老年活动。

噪“穿针引线”者为何如此紧缺？

每天工作超10小时仍顾不过来
“刘奶奶75岁，每月只有400

元抚恤金，我们给她制定花钱规
划，150元买药、100元买菜……”

9日，在济南市市中区七里
山社区，养老服务专职社工李国
青忙得不可开交。李国青来自济
南一家社工服务组织。2011年，
她与另一名同事来到七里山社
区，开展了名叫“快乐老家”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在济南
市，这样的项目组织还有7个。这
个由民政部门出资、社区街道出
场地的项目，在两年内为辖区几
乎所有老人完善了“紧急呼叫”

电话，建立了13个老年互助组织
和300多人的老年QQ群，并由香
港中文大学支持，在社区开办各
种便民活动。他们甚至正在争取
省立医院到七里山社区“医院入
户”，方便老年人就诊。

不过，在整个七里山社区9
万多居民当中，这样的独居老人
有1242名，占全部老人的28%。
其中，65岁到89岁之间的老人占
大多数。但2013年，七里山小区
的专职社工减至只有李国青 1
名，她全年的活动费用和自己的
工资只有5万元，另外有四五名

临时社工和志愿者帮忙。李国青
说，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
即便如此，有的老人，一个月也
只能去看望三四次。

“现在邻居我们都不认识，平
时只有李社工联系大家。”63岁的
安继祥老人说，如果没有社工“穿
针引线”，大家很难实现互信互助。

但李国青坦言，社工只能在
组织和心理上给老人归属，无法
代替医疗、家政等服务机构的职
能，如今他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想
要给老人找个护理员，甚至家政
服务员，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噪培训机制是否该完善了？

高级养老护理员全省仅190人
去年底，我省出台《加快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其
中鼓励发展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老年人配餐送餐中心、家政
服务公司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
实体，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
浴、助医等专业化服务。

济南市民聂建立“参照”政
策，在济南筹建了第一家上门
养老服务机构。聂建立说，上门
养老服务，包括给老人泡脚、按
摩、推拿，给卧病老人喂流食、
插导管，甚至为老人做家务。不
管是健康老人，还是失能老人，

他们都有专门的护理人员登门
照顾。“一个小时 36元，论次也
可以，一个月十来次，也就是四
五百元。”

但是在网上“贴出”招聘启
事以后，他却发现很难找到既有
行医资质，同时还能提供家政服
务的护理人员。

济南市阿里山老年公寓负
责人刘美吟告诉记者，持证上岗
与非持证上岗的护理员在护理
技术上存在很大差别。“专业护
理师，就是高薪也很难聘到。”

我省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

人口约为1500万人。但省民政厅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
长苏道义告诉记者：“去年有养
老高级护理员资格的人全省只
有190人，今年我们打算培训300
人。培训机构我们还在选择，鉴
定机构还未批下来。”

苏道义说，按照省、市、县三
级分别培训高级、中级、初级养
老护理员，如果区县一级没有培
养出初级护理员，那么中级、高
级护理员培训势必受到影响。而
这成为现在护理员稀缺的重要
原因。

噪鼓励政策能否更详实？

居家养老机构“身份”很尴尬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聂建

立。他告诉记者，新兴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在工商和民政部门，
这类机构都没有准确的定位。由
于专业护理人员的缺失，这家计
划覆盖全市上百万老人的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如今只有一名医
师和十几名工作人员。

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工
作人员说，在非企业单位注册当
中，并没有上门养老服务这一项，
大多数老年服务机构都是老年公
寓性质。而聂建立不得不在工商部
门登记，而登记的经营范围也是

“特批”的。“老年公寓的经营叫做
老年照顾，我们单位加了两个字：

‘上门老年照顾’。”聂建立说。
遇到“身份”难题并非聂建

立一人。在济南建起一个700多
平方米的养老服务中心，平时给
几百个老年人上健康课、做理疗
服务的乐陵万家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也遭遇到同样的注册难题。

作为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医
疗服务与家政服务是敏感话题。

“新型养老机构很特殊，需要有
心理疏导、医疗护理，还要有家
政项目，但是现在的行业准入都

是单一性的。”省商务厅商贸服
务处调研员王玉洁告诉记者。

“这方面，国家已经出台了
相关服务的资质，这类服务机构
今后需要双重许可。”苏道义说，
今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不仅要
在民政部门申请，还要在工商部
门登记。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准
确定位，可能还需一定时间。

苏道义和王玉洁均表示，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虽然是市场需
求，但在国家政策还不明朗的情
况下，很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整个产业仍然很难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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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60岁以上人口突
破 15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近
15%，未来几年年均增长将达到
近50万人。

据了解，全省 65岁以上空
巢老人 90%需要心理慰藉和居
家养老服务，有 81 . 39%的老年
人患有慢性病，有 127 . 7 5万失
能老年人需要长期看护，占全
国失能老年人总数的 1 2%。目
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
步入老年。据统计，城乡70%家
庭矛盾纠纷是由赡养老年人引
发的。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我省60岁以上人口

比例已近15%

据悉，民政部正在研究制
定《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以加强对养老行业准入、运营、
管理、服务等各环节监管。该办
法将在今年7月1日实施。

根据规定，设立养老机构
应当向民政部门申请行政许
可。民政部要求各地制定和出
台养老服务资格认证、建筑设
施、人员配备、分类管理、安全
卫生等标准，建立老年人入院、
养老服务需求等评估制度。

（宗禾）

养老机构设立办法

拟7月实施

独居老人

更需贴心服务

虽然儿女在新建小区购买了
一套两居室，特意孝敬李先生老两
口，但李先生和老伴还是选择住在
那栋电梯时好时坏、没有物业管理
的老楼里。他们不走的原因，就是
老楼里有老邻居，遇事可以互相照
顾，下楼就能找到说话的人。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

些空巢老人留恋旧有的温情和热
闹，宁可留在没有亲人的城市，他们
甚至愿意出钱购买专业的服务；一
些老人患有痴呆、残疾等疾病，也需
要专业护理员。但现状却是，居家养
老机构缺失，专业护理员无处可寻，
即便花钱也难买到理想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所包含的医疗

护理、心理沟通等服务项目，其实
能够解决一部分空巢老人的困
境。无奈没有更具体的扶持政策，
一些创业者面临着尴尬的境遇。

每个人都会老去。多一分鼓励
和推动，就为养老服务行业多开一
扇窗，也是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多留
一分关爱。 (王娟)

今年将增

8万张养老床位

今年，我省将列支财政资金
10亿元，规模化建设养老床位、
老年服务机构以及日间照料中
心。今后三年 ,我省在该领域的
资金投入每年都将不低于10亿
元，全省养老保障体系争取在
2020年我省老年人口增长高峰
到来之前初步完成。

今年我省将增加养老床位8

万张，并对5万张已有床位的养
老服务机构进行改造。

本报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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