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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多多元元化化养养老老，，社社区区大大有有可可为为
代表、委员热议社区养老机构短缺问题

78岁的李寿怀住在太白小
区，一辈子无儿无女，现在一个
人独居。

对于李寿怀来说，每月几
百元钱的退休金，最大的花销
就是看病，相比之下，吃饭花的
钱就很少了。

“老了，吃饭咱能花几个
钱，我不需要钱。”聊天时，李寿
怀兴致很高，跟记者聊年轻时
的工作、聊终身未娶的原因、聊
家在外地很久未见的外甥……

“一个人不好过，就是想找人聊
聊天。”说着说着，老人的眼眶
湿润了。

李寿怀说，退休在家后，他
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冷清起来，
患了腿疾不能行走后，自己
的生活范围就局限于几十平
米的家。“每周都有居家养老
的工作人员来家里，洗衣做
饭我都能自己干，唯一的要
求就是让服务员和我多聊聊
天。”李寿怀说，最需要的不是
物质关爱，更需要的是“精神赡
养”。

本报记者 孔令茹

独居老人李寿怀

想和人多聊聊天

“养老问题是越来越突出
的社会问题，其实我更喜欢家
庭养老，可以享受到亲情，但孩
子们没时间照顾我，只能到老
年公寓里生活。”在薛口社区老
年公寓住了一个星期的郭大爷
说，公寓养老是一种趋势，老人
在一起有伴，也很有乐趣。但有
的老人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觉
得这种养老模式显得儿女不孝
顺。

嘉祥县的郭大爷每个月有
三四千元的退休金，完全可以
支付他在公寓里的生活费，书、
词典、象棋，搬到老年公寓时，
他的这些“家当”都拿着。“像我
们这样的退休职工，到老了有
退休金，不用担心养老问题，
但是还有农村里的老年人，
如果孩子家庭不富裕，他们
的 日 子 更 不 好 过 。”郭 大 爷
说，如果自己社区里有这样
的老年公寓，孩子们经常过
来，是很好的方式，这需要社
会、集体、家庭等方面都承担
起养老的责任，社会化与市场
化相结合，让老年人老年有养，
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范少伟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但很遗憾，很多小区并没有建
立类似于‘托老所’这种的社区
养老机构，国家应该出台规定，
强制成规模的小区建立这种社
区养老机构。”马启兰对此显得
非常焦急。

马启兰表示，现在很多子
女在外地工作，老人独自留在
原籍或者老家，如果和子女居
住在一起，子女没有精力来照
顾这些老人。如果放在老家，可
能半年都见不到一次，照顾不
到父母。如果父母在子女的小
区买套房子，很多人没有这个

经济能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
是能在这些小区当中有社区养
老机构，白天老人在这些养老
所受到照顾，晚上回子女家或
者住在托老所，而子女每天都
能看到父母，又减轻了子女的
负担，可谓一举两得。

“但现在来看，绝大多数小

区没有建设托老所的计划。”马
启兰说，按照规定，达到一定规
模的小区必须建设幼儿园，所
以托老所也可以借鉴这个经
验，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成
规模小区建立社区托老所，引
进社会力量资本进行经营。

“医养结合是一种有病治
病，无病疗养，医疗和养老相结
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孔庆民介
绍，2013年，兖州区把福利中心
交由兖州中医院直接经营管
理，率先探索实施“医养融合”
养老模式，整合养老和医疗两
方面的资源，提供持续性的老
人照顾服务。这种养老模式可
以让老年人既不长期占用医院

病床，又能满足老人对老年病
漫长护理的需求。

“相比于家庭养老、社区养
老、社会公立机构养老，‘医养
融合’为一体的养老模式确实
有优越性。老人本身体弱多病，
会不断出现健康问题，而医院
各方面照料都会更专业，既可
以让老人安度晚年，又可以保
障他们健康的生活。”孔庆民

说，目前福利中心已先后入住
70多位老人，在这里的老人不
仅可以享受日常体检、医生查
房等待遇；遇有突发急症，楼下
的医生也可在最短的时间赶到
治疗，让养老服务更细致，让老
人和家属更安心。“通过这种方
式实现了护理、预防、治疗、康
复的全面整合，也推动了中心
由医养结合向医养的融合转

变。
作为政府需要转变观念，

认识到医院和普通养老院中
间，应该有一个医疗和养老相
结合的过渡地带，要从政策和
资金上鼓励扶持“医养结合”的
养老模式，对“医养结合”养老
机构实施卫生准入、民政扶持、
医保定点等扶持政策。

“按照规划，到2015年全市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数将达到
1万人，现在据我了解，全市目
前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人数
不足200人，以后包括社区养老
在内的服务机构都离不开这些
专业的社会人才，但是目前的
人数不容乐观。”孙新今年的提
案就是《关于加强我市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孙新告诉记者，济宁市的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刚
刚起步，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对
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宣传不
足，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
试人数较少，全市取得社会工
作职业资格人数更是不足200
人。另外，还有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设置的岗位不多、薪酬较低，
资金投入不足、社工组织缺乏
有效扶持等。

“应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力
度，在条件较好的社区，每年给
予一定的财政补助经费，用于
社区养老、贫困人员救助等。培
育发展社工组织，每年给予一
定的财政扶持经费。” 孙新表

示，应鼓励现有社会工作从业
人员报考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证书，建立合理的薪酬保障机
制。将专业社会工作者纳入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参照事业单
位相应岗位标准解决薪酬待
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五
险一金”。

2014年春节之后，薛口社区里70岁以上
的老年人一日三天餐都可以在社区老年公
寓吃，目前正在试运行。

走进济宁市薛口老年公寓，宽敞明亮的
大厅让人心情舒畅。12日，76岁的徐健庭正在
房间里看电视。“两个孩子都上班，没时间照顾
我，在这里住了半年多的了，挺好。”徐健庭原
来在鲁抗家园居住，他说，这里24小时有人照
应，不像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薛口社区老年公寓即薛口社区日间料
理中心，2012年重阳节对本社区居民开放，
2013年春节后正式对外营业，共四层建筑面
积达4000平方米。“在这里住的有20多个老
年人，年龄最大的95岁，社区居民白天在这
里吃饭、打牌聊天，晚上回家休息。”薛口社
区老年公寓院长薛红说，公寓也向社会开
放，按身体状况的不同，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建老年公寓的初衷是解决老年人的孤
独问题。”薛口社区党支部书记薛恩波说，年

轻人上班去了，老人在家里很孤独，孩子们
也不放心。老人老了，基本生活有保障后，精
神慰藉也不可缺少。

南门社区是济宁城区养老任务较重的
社区，仅80岁以上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的老
人有17户，6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有30多户。

“下雨、下雪的天气，也要挨家挨户看一看，
最担心的就是老人有突发情况。”南门社区
居委会主任马秀娟说，她曾经想过找专人去
负责照料这个特殊群体，但由于资金压力一
直未能实现。

马秀娟说，现在基层养老压力很大，除
了现有的居家养老服务或低保政策，社区的
养老设施还较为薄弱。“以社区为单位建成
政府主导的社区老年人照料中心，可以由政
府、社区、个人分摊花费，让老年人可以同吃
同住。”马秀娟说，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低保
家庭的养老问题，也可以让独居老人得到精
神慰藉。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孔令茹

公寓式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
老、农村互助养老……济宁市民政局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邹谨
表示，目前全市已基本形成了以市级
社会福利中心为示范，县级社会福利
中心、乡镇敬老院、民办养老机构、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村级互助养
老院“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加
上原来的欠账，使得养老设施的建设
显得更加紧迫。除了公办养老之外，政
府也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产业。
2013年济宁市将扶持民办养老机构列
入其中，政府已经出台文件，拿出专项
资金用于养老机构建设、运营。

山东省人大代表、温泰和老年公
寓董事长温永明表示，现在政府鼓励
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政策非常好，
但是更要抓紧落实，在土地、资金方面

加大补助力度，完善补助政策，改变一
些民办养老机构亏损的状态，提高民
间资本进入养老业的积极性。

目前，济宁市有60岁以上老年人
口131万，占总人口的15 . 47%，老龄化
程度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预计
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160

万，占比达到19 . 7%。加快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
求，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
十分紧迫的任务。

按照计划，到“十二五”末，全市新
增各类养老床位2 . 4万张，养老床位总
量达到5 . 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
老床位数达到32张。老年人日间照料
服务基本覆盖城市社区和55%以上的
农村社区，村级互助养老服务覆盖率
达到30%以上。

本报记者 晋森

社区养老机构冷热不均 日间照料有望覆盖社区

社区有老年公寓

就能常见到孩子

社工缺口大需要扶持发展
政协委员、济宁市招商局综合计划科科长 孙新

医养结合需要政策、资金支持
人大代表、兖州中医院院长 孔庆民

社区建“托老所”应有明文规定
政协委员、济宁市农工党副主委 马启兰

“两个孩子都上班，
没时间照顾我，在这里住
了半年多了，挺好的。”12
日，76岁的徐健庭正在薛
口老年公寓房间里看电
视。如果鲁抗家园社区有
养老机构，徐健庭老人会
更高兴。因为子女在社区
里居住，能经常见到他
们。但是，像徐健庭老人
那样，很多老人所在的社
区没有养老机构，他们的
饮食起居或精神方面都
需要关注。

在一敬老院，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唱歌。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市民声音

本报记者 晋森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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