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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农村老人安度晚
年，滨州部分农村建起养老
保障房，助老人们养老。

滨州滨城区秦皇台乡段
李村是建“养老房”较早的村
子。2004年，村居规划重建时，
段李村便将“养老房”建设纳
入规划中，建起了两排24户

“养老房”，一个小院160平方
米，两室两厅，60岁以上的老
人都可入住，村里给每位老
人每年800元补助。

滨北街道办事处姚家村
则专门为村内低保老人建起
养老房。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滨州部分农村建起“养老房”

一一家家三三代代九九口口，，从从没没提提过过分分家家
宁阳一对好妯娌，23年来一个锅里搅马勺

崂山青山村有2560人，60

岁以上老人有460人，随着村
民收入的提高及养老金的落
实，全村养老、敬老的氛围非
常好。

“现在每个月有780元的
退休金，不用跟孩子要钱，孩
子们也都很孝顺。”青山村72

岁的王老汉说。目前该村的
老人每月最少能拿460元。

“农村老人的最大问题

是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没有
收入了，从而失去生活的来
源，要靠子女来供养。现在的
养老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这一问题，我们村已经
有四五年没有出现养老纠纷
了。”青岛崂山青山村村委委
员林春华告诉记者，逐年增
加的养老金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老人们的养老问题。

本报记者 陈之焕

养老金多了，养老纠纷少了

在青岛崂山区，青山村、
何家社区、雕龙嘴村等被称
为“长寿福地”，是养老孝亲
的典范，这些村中，孝亲敬老
蔚然成风，长寿老人也较多。
村里为老人们购买了意外保
险，以减轻老人家人的负担。
村里还开展“爱心敲门”、“关
爱空巢老人”等形式多样的
关爱老年人活动。

80、90、100岁三个年龄段
老人每月分别享受100、200、
600元高龄补贴，部分村里老
人的过节费高达数千元。为60

岁以上的低保、低保边缘家
庭和优抚对象中生活半自
理、不能自理的独居老年人
每月购买30个小时的生活照
料、探视、精神慰藉等养老服
务。 本报记者 陈之焕

青岛“长寿福地”给老人买保险

刘玉兰(左)、苏凤菊(右)妯娌二人在家照顾76岁的公公。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养老那些事·暖心事

养老新鲜事

本报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陈萍

说起泰安市宁阳县东疏镇

后学村张坤、张茂德兄弟俩的媳
妇，邻里都交口称赞。妯娌二人先
后嫁入张家，23年来甚至没红过
脸，都说妯娌难相处，但两人却亲
如姐妹。

儿子好还得媳妇好

1985年、1990年，刘玉兰、苏
凤菊先后嫁给张坤、张茂德兄弟
二人，家境虽贫寒，但一家人都通
情达理，公婆也鼓励他们要多团
结，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在公婆的
影响下，妯娌俩有活抢着干，悉心
地照顾老人和孩子。

在农村分家是个大事儿，分
不好很容易起纠纷。“一家三代
九口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从
来没人提过分家。”刘玉兰笑着
说，这也是他们家引以为豪的事
儿。

1996年，老大张坤打算回乡
创业，一家人商量后，决定拿出家
里的全部积蓄作为启动资金。“钱
赔了可以再赚，我们支持大哥。”
苏凤菊说。

“他们兄弟俩在外忙，我们俩
种了16亩地，从不用他们分心。”
妯娌二人不仅和睦，还很孝顺。
2010年11月，婆婆瘫痪在床，两人
轮流日夜照顾，喂饭喂药，端屎端
尿。“有好儿还得有好媳妇，这话
一点不假！”今年76岁的公公见人
就夸。

大家挣的钱，回来要交公

婆婆病逝后，周围的亲戚朋
友以为这一大家子也要分家了。

“当时我们就下决心，要继续经营
好大家庭，不让外人看笑话。”刘
玉兰说，过去是婆婆管账，婆婆去
世后，兄弟二人把在外赚的钱一
分不落的交给公公，有事儿则实
报实销。

多年来妯娌俩的和睦相处，
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下一代。

“儿子暑假回家，就给俩妹妹辅
导功课，俩妹妹则以考上大学的
哥哥为榜样。”刘玉兰说。采访
时，苏凤菊的大女儿告诉记者，

“从没见过她们闹别扭，每次回
家都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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