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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C07

老老了了““不不中中用用””被被赶赶出出家家门门
部分农村养老状况堪忧，建养老保障房成农村新型养老方式

惠民县某村75岁的周老汉，
靠着家里的7亩多地，和老伴辛辛
苦苦的把两个儿子和两个闺女拉
扯成人。但是因小儿子家庭不好，
没钱盖新房，便一直和周老汉住
在老土屋里。

小儿子和儿媳除了种地没有
其他的谋生手段，家庭生活很困
难。农忙时，周老汉和老伴便帮小
两口干点农活，做点饭；平常，在
院子里种些应季蔬菜，分给小儿
子一家，减少点生活开支；农闲
时，小儿子出去打工，老两口便帮

忙看孩子。直到七八年前，周老汉
的老伴因病去世。

岁月不饶人，75岁的周老汉
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只能干点
轻活、做做饭，而且经常生病住
院。小儿子便嫌弃周老汉拖累自
己家，今年10月份便将周老汉赶
出家门。就这样，周老汉住进了大
儿子家。

“我把他辛辛苦苦拉扯大，让
他成家，他自己过不好生活，我就
多帮衬着点，却不想落了个老来
不养的结果。”想起小儿子的种种

行为，周老汉非常心寒。
沾化县某村一位80多岁的王

老太，也是因为一直帮着照顾丧
偶的小儿子和孙子，和大儿媳妇
关系一直不好。大儿媳妇因大儿
子偷偷给王老太送了20元钱和一
挂面条而和王老太争吵不休。

阳信县某村一位83岁的老太
太，去年因唯一的儿子车祸去世，
悲痛难掩，生病住院。住院一个多
月，从小疼到大的小孙子却一次也
未在医院露面。现在，老太太每天
靠养老金和大孙子的劳务费生活。

常年帮衬小儿子，老了被赶出家门

18日，一场小雪过后，城区某绿化带一位拾荒老人正准备出门，后面就是他的“住处”。

俗话说：“百事孝为先，养儿为防老”。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日渐增高，部分农村养老状况堪忧。
老来没处住、生病无人照料、困难家庭无保障……近日，记者在走访农村时，不少老人对子女赡养
现状表示不满。

文/本报记者 王茜茜 片/本报记者 刘涛

“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养，可
能是因为家庭困难养不起。”里则
街道办事处某村的一位老人说，她
只有一个儿子，靠着家里的几亩田
地和一点手工活生活，除了生活开
支外，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所以
平时儿子能来自己住处走动走动
送点零花钱，她就很知足了。

小王今年25岁，老家在四川
农村，结婚后便出来打工挣钱，一
直在建筑工地干活。家里兄弟三
个，都和小王一样，长年在外打
工，老家只剩下父母里两个老人。

“我也知道老人辛苦了一辈子，老
了该享福了，但我们没钱让老人
享福只能出来打工挣钱，可顾着

挣钱了就顾不上照顾老人了。”小
王无奈地说。

随着农村经济基础的改变，
农村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有老人
但养不起；外出打工群体越来越
多，“空巢”老人留守，挣了钱却养
不了。想到留守在家的老人，不少
年轻人既愧疚又无奈。

家庭困难养不起，外出打工养不了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
也让老人安度晚年成为农村的现
实问题。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
转、经营方式的转变，部分农村获
得了集体建设资金，开始着眼于
农村养老保障房建设。

秦皇台乡段李村是农村“养

老房”工作开展较早的村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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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内有
厨房、厕所、水电等设施，60岁以
上的老人都可以入住，自理生活，

而且每位老人村内每年给予800
元生活补助。

另外，滨北街道办事处姚家
村，在办事处和村委会的帮助下，
共筹资6万余元，建成6间房屋，包
括四间住房和两间厨房，供村内
的低保户老人居住。

新型养老方式，建农村养老保障房

沾化农信社狠抓信访工作
本报讯 近年来，沾化信

用社针对信访工作投诉渠道
广，反应需求多，处理难度大
的新特点，狠抓信访工作。

该联社相继健全和完善
了信访工作制度、领导干部定
期接访实施细则、信访工作首
办责任制、信访工作领导责任
制、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办法、
舆论监测办法等工作制度和
办法，从制度上确保接访工作
规范、科学开展。认真落实“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办
理，谁办理谁负责”的接访首办
原则，提高信访一次性办结率。

该联社将信访工作纳入
经营绩效考评和内控评价体

系，对于在一定时期内投诉数
量较高、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及
时、造成客户越级投诉上访的
单位，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对在处理客户投诉事件中
表现突出的单位及个人给予
奖励，做到信访工作与经营业
绩同评比、同考核。

该联社通过意见箱、电子
邮箱、职工代表等渠道积极听
取基层意见，了解基层民意，
尊重群众意见。同时，积极开
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关心
职工生活，切实解决困难职工
实际问题，创建和谐工作氛围
和良好生活环境。

(张勃)

走进县“行风热线”
与用户深入沟通

本报讯 12月10日，博兴
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走进县

“行风热线”直播间，通过热线
电话、短信平台，就全县电力用
户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广大听
众进行了深入交流。县纪委对
上线全过程进行了跟踪监督。

博兴县供电公司坚持以
客户满意为宗旨，虚心接受用
户的合理需求，针对用户提出

的各类问题和建议进行登记
备案，给予明确解释或限期解
决，务求每一个问题都给听众
一个满意的答复，做到“件件
有落实，条条有回音”。本期为
群众解答处理问题6件，听众
满意率100%。也通过此平台大
力宣传电力法律法规及群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为公司发展
营造和谐的供用电环境。(王雪)

邹平县黄山街道

帮扶计生家庭创业致富
本报讯 近年来，邹平

县黄山街道充分发挥计生协
会的优势，着力帮扶计生家
庭创业致富，先后建立“生育
关怀基地”6个，帮助计生家
庭发展农业产业，有力地促
进了广大计生群众婚育观念
的转变。

几年来，黄山街道累计
投入80万元，引导60余户计
生家庭发展蔬菜、水杏等产

业项目，为30户计生家庭贴
息贷款 5 0万元用于发展生
产。该街道还开展了阳光计
生行动，对所有计生奖励资
金实行“一折通，一册明”的
发放方法，建立了稳定增长
的计生事业费投入机制，确
保了各项奖励资金的全面落
实，建立了“覆盖一生”的奖
励优惠政策体系。

(杨美玉 刘丽)

邹平县九户镇

特色服务贴近群众需求
本报讯 邹平县九户镇

计生办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
的有效途径，提升了群众对
人口计生工作的满意度。

该镇计生服务站抽调年
轻、有知识、有技术、服务能
力超群的骨干分子组成一支
流动服务队伍，携带B超、微
波治疗仪，测压仪等仪器，深
入到村庄，为育龄妇女进行

全面生殖健康检查服务；推
行预约服务，服务对象只需
一个电话，服务人员就会在
约定的时间内上门服务；开
展代理服务，育龄群众在办
理生殖保健服务证、流动人
口婚育证明、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等相关证件时，只要
符合条件，手续齐全，都可以
委托计生专干代理。(张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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