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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友谊村养老遭遇城市模式

养养老老，，先先让让他他们们有有钱钱
本报记者 周锦江

经济开发区张氏街道的友谊
村位于潍坊市区新华路与乐川街
交叉路口周边。从上世纪90年代
末就开始村改，属于较早的一
批。该村在经历了闯关东复又回
潍之后，于1962年由7个自然村组
成，现有约1200口村民。

10日上午9点，记者如约见到
了友谊村的支部书记孙玉辉，已
近耳顺之年的孙玉辉手里正好拿
着一份“老年人福利待遇发放”
表在看。其中涉及到该村约180名
老年人的福利。涉及到春节、中
秋节、老人节三节补助等等，记

者注意到福利表中老人们每人每
年还有500元的旅游费。

一位刘姓老人说，自己当年
从东北回来，是政府给了这么一
片地方。随着自己逐渐年迈，儿
孙子女慢慢长大，他自己经济上
已经无法自足。刘老告诉记者，
子女本身赚钱不多，每到自己用
钱的时候就变得拮据不堪。前几
年的时候，连内衣都没钱买了，
就光着膀子穿棉衣。看着别的村
有经济补助，老刘羡慕得不得
了。

孙玉辉算了算，友谊村60岁

以上的老人每年的补助费用合计
可以达到近7000元，这些花费均
出自约十亩闲置土地的改造开
发，由村里自己全部解决了。

友谊村前些年因发展思路不
明，同时因为村改较早，未享受到现
有补助政策，是出名的上访村。其中
老人的赡养、居住吃饭等都成为棘
手的问题。在种种原因左右之下，地
理位置极优越的友谊村少了得力的
带头人，捧着金饭碗穷了多年。村里
老人们的福利保障也无从谈起。

改变，从一位叫孙玉辉的书
记出现开始。

“养儿防老”是大家的心理传
统，然而，越来越多的“四二一”现
代家庭模式，更使人们意识到“养
儿防老”的观念似乎已不再适用于
未来的养老生活。“四二一家庭”中
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他们的
家庭结构，4个父母长辈、1个小孩
和他们2人，负担很重。

孙玉辉就是友谊村的人，百度
一下他的名字就能发现众多实业
信息条目。在友谊村一度处于无法
运转的境地之时，“管委会一把手
找我谈了三次话”，孙玉辉说，当时
管委会希望他能站出来带着村民

共同发展致富。
做实业起家的孙玉辉，实在不

敢担此重任，与企业员工打过交
道，但和老百姓打交道他完全没有
经验可言。架不住领导几次三番的
游说，孙玉辉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曾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孙玉辉，
接手友谊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
摸清现状，并确定5年发展目标。见
证了友谊村演变的孙玉辉，列出了
四件大事，他将老年公寓的建设作
为四件大事之一。“因为住房等问
题，老年人的危机感太重了，老人
们有了这样的反应，什么事都干不

了”，孙玉辉认为，老年人幸福了，
家庭、社区、社会才能幸福和谐。

而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核心在于
“不能向子女‘要’饭吃”，这是孙玉
辉的深刻体会。在很久以前的农村，
有极纯朴的乡约风俗约束，小的赡
养老的责无旁贷，而且吃饱就几乎
再无什么矛盾可言。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小摩擦，小矛盾反而更多了。

特别是一些老人经济上完全
依赖子女，而子女经济条件较差的
家庭，矛盾更加尖锐。老人自己不
为吃住发愁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之道。

最令村民称道的是，现在村里
在建的一栋25层的老年公寓刚刚封
顶，预计2014年4月份可以入住，届时
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免费入
住。

这栋楼投资2000余万元，200套
房子，这是村两委按照30%的老龄化
比例设计规划的。目前，友谊村的老
龄化比例约为18%，按现有房屋数量
来预测不可能出现不够住的情况。
剩余房源可以面向社会，所得收入
全用于老年公寓运营。

今年72岁的老人孙宝信就是友
谊村人，孙老和老伙计们坐在路边
看着一路之隔的施工现场，楼顶上

就写着“老年公寓”四个大字。
孙宝信和老伴住，在经济上对

子女并无依赖，这全得益于村里每
年分的七八千元。孙宝信说，他和老
伙计们天天等着老年公寓竣工，到
时大家一块住，好不热闹。

孙玉辉对于老年公寓已经有了
医疗、餐厅、活动室等相关配套的安
排，对于老年人的看护以本村的壮
年妇女优先担当，既解决了就业问
题，又解决了照顾老人的问题。而且
都是乡里乡亲，没有陌生感。

子子孙孙同堂而居、同桌而食，
是众多中国人所推崇和追求的。随
着城镇化的推进，分代就近居住成

为减少一些生活摩擦的最好选择。
从村委的调查来看，因为两代人生
活习惯的迥异，最易生发矛盾。老年
人早睡早起，年轻人晚睡晚起，仅这
一点就是不少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友谊村规划的老年公寓，正是
解决住房紧张家庭老人的这个问
题。拥有较为独立的生活空间，也是
城市养老面临的新课题。

一个自理老人要到老年机构生
活，一般一个月的费用约为600-2000
元不等，老人也有独立生活需求，既
享受儿孙绕膝的快乐，又能把子女
的时间解放出来，依托市场和社区
更具可操作性和复制性。

一个集体自办的养老机构，解决了老人的
养老问题，预计完全可以运转自如。反观潍坊乃
至全国的养老现状却不容乐观，特别是一些贫
困家庭的非五保老人，生活艰难，更不敢奢望免
费养老。

上门养老服务更加顺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现
状，经济、实惠、便利，周到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顺应了传统的养老观念，节约了个人与社会的
经济成本，减少了子女的负担，保留了家庭养老
的优势，老人也不必离开所熟悉的居住环境而
安心在家养老，收到了一举“多赢”的效果。

养老机构一位人士表示，老人不断增加，子
女却越来越少，社会化养老是必由之路。目前社
会化养老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因为政策引导或
者宣传不够，民办养老事业发展缓慢。

记者走访潍坊市多家养老托老机构，床位
紧张成为普遍现象，老人想入住，得登上记等
着。一些提供照顾不能自理老人的养老机构更
是成为稀缺资源。

潍坊市民政局也开始在试点通过组织品牌
机构，持证上岗服务人员，专兼职服务人才，养
老服务志愿者，整合各类资源，建成没有围墙隔
离，没有场地限制，服务功能齐全，方便快捷高
效的虚拟养老院。

其中购买服务、吸纳社会资源进入社区养
老领域已经具有导向性和趋势，达到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增加养老服务供给。

随着中国养老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少
人已经在忧虑按现在的投资方式，未来养老金
缩水贬值将更加严重。目前来看，友谊村在投资
回报方面比资金储蓄更保值，更具可持续性一
些。

友谊村并不是免费养老第一个吃螃蟹者，
但因为友谊村身居市区，农村养老思维遭遇城
市养老模式，在老龄家庭关系的探索上有参考
意义。免费养老，目前来看仍是少数人的福利。

捧着金饭碗穷了很多年

不能向子女“要”饭吃

老年人也有独立空间需求

免费养老

仍是少数人的福利

随着常回家看看、遗产税、以房养老等高关注度话题的出现，养老问题又一次被推至舆论前沿，并逐步演化成为农村养养老和城市养老两
种模式。城中村是农村养老和城市养老思维碰撞最激烈的地方。但追究其根本，传统孝文化和独立空间的要求被放得越越来越大，而且更加迫
切。在这方面的探索，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张氏街道友谊村的做法即是一个典型样本。

▲友谊村刚刚封顶的老年公寓。

老年人都有个心愿就是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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