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刘海鹏 组版：颜莉 身边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记者
李亚宁) 肥城一家民营老年公
寓有160多张养老床位，年初对
外开放以来，目前仅一位老人入
住。据了解，该公寓比较便宜的6
人间每人每月2500元，入住公寓
还要先交5万元“风险押金”，这
让许多老人难以承受。

肥城“幸福世家托老中心”
是一家民营老年公寓，共有五
层，一、二层为老人活动区，三至

五层为居住区，建筑面积5000多
平方米，有养老床位160多张，活
动室、图书室、健身房、浴室等设
施齐全。公寓运营总监刘声甫
说，自年初面向社会接收老人，
有不少人来咨询，但目前仅有一
位老人入住。

16日上午，记者在公寓三楼
一6人间看到，82岁的庄风云老
人正坐在书桌前，让工作人员教
他使用收音机。“我是3月28日搬

进来的，平时孩子都忙，没时间
照顾我。”老人说，他每月有3000
多元的退休金，正好够支付公寓
的费用。

庄风云说，在家自己一个人
住，以为到老年公寓能有个伴
儿，“没想到这里也是一个人，跟
家里差不多。”他盼着能多来几
个伴儿，有个说话的朋友。

据了解，“幸福世家”属于营
利机构，目前6人间收费为每人

每月2500元，其中包括生活费
700元，床位费1200元和护理费
600元；2人间为3600元每人每
月。“幸福世家每五位生活自理
老人配备一名护理人员，半自理
老人可达1：1 . 5，生活环境也比
公办老年公寓好。”刘声甫说，公
办养老院每个床位可以拿到政
府相应的补贴，但他们没有，日
常的维护、员工工资等各项支出
都要靠老人交的费用，因此定价

高很多。
“收费是通过日常支出、管

理运营综合核算出来的，房间人
数不同，床位费不一样。”而一家
公办敬老院的负责人说，他们敬
老院每月每人平均费用五六百
元。

采访中，不少老人表示，他
们每月的退休还不到2500元，这
么高的费用，肯定没法住，只能
排队到公办的老年公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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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60张床位，每月2500元的费用比公办的高三四倍

枣庄市市中区泰成老年民族
公寓作为全市为数不多的民办老
年公寓，老人们所居住的都是宾
馆式房间，公寓入住率达到70%，
但公寓负责人白太成却一肚子苦
水。

白太成说，2008年，他开办了
这家老年公寓，虽说不指望公寓
能带来经济效益，但让他没想到
的是，公寓开办期间，每个月都要
亏损1万多元，目前他累计已经投
入1500多万元。

白太成算了一笔账，按照入
住的80名老年人计算，每位老人
的托老费每个月按800元到1200

元收取，这样他每个月的收入有8

万元。而公寓每个月除了水、电等
基本费用，人员的吃喝，加上工人
的工资，公寓设施的维护等，每个
月支出要9万多元。他每个月都要
往公寓里额外投入1万多元维持
公寓正常运行。白太成说，虽然政
府在物质、资金等方面有一定的
扶持，但远远不够。

本报记者 白雪岩

在日照经济开发区社会福利
养老院办公室，两位年轻的女孩
前来应征护理人员岗位，院长尹
世林则认真严肃地告诫她们：“护
理工作枯燥繁重，可要想好再干
呀。”

对此，尹世林解释，由于护理
人员难寻，很多年轻人因为受不
了苦，流动性特别大。这也一度让
他们头疼不已。

据介绍，该院内有80多位老
人，全部是半自理和失能老人，需
要护理人员全天候照顾。护理工
作包括照顾老人的日常起居，不
仅需要翻身、擦洗这样的体力活，
连处理排泄物都要亲力亲为。很
多年轻护理人员不愿干，比起养
老院的工作环境，他们更喜欢到
令人羡慕的医院工作。“招工难”
是很多从业者普遍的心得体会。

一边是招收不到足够的护理
人员，一边则面临多数老人需要
看护。记者在多个养老机构处得
知，多数养老院的护理人员每人
需要看护4位以上的老人。这些老
人多数是偏瘫或患有较为严重的
老年病症，看护压力可想而知。

一些机构由于招收不到足够
的医护专业的人员，不得不招聘
有护理经验的家庭主妇，然后由
机构出资去培训学习，考取护理
证。这无形当中又给养老机构增
添了不小的运营成本。

本报记者 李清

公公办办的的人人等等床床 民民办办的的床床等等人人
我省养老院遭遇冷热两重天

我省发展民办养
老机构已经近20年，但
是相对公办养老机构
的“物美价廉”、等待入
住的老人排队的火热
场面，众多投资巨大、
环境和服务良好的民
办养老机构，却频遭冷
遇，空床率多达50%，甚
至更高，养老资源大量
闲置。

截至2013年底，我
省60岁以上老人已经
突破1700万人，到2015
年底将达到2000万人
左右，以世界平均养老
床位5%来计算，目前我
省养老床位总量44万
张，缺口在 4 0万张以
上。

“我都报名一年多了，到现
在还没排上。”16日，72岁的青
岛市民李长喜告诉记者，他一
直再等着进公办的福彩南山养
老院，但一直没有床位。

德州市德城区温泉小区的
陈女士从去年底就开始帮母亲
预约养老院，等了四个多月，给
德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打了十几
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还

得再等等。”陈女士说，这四个
月来她四处打听、实地考察过
许多公办敬老院，条件稍好点
的，都得排队等候。

在省城济南，市民王先生
曾托人打听济南市社会福利院
的80个对社会开放的床位是否
还有空位，但得到的答复是，空
出一个，立刻就有人填上。

在莱芜和烟台的公办老年

公寓，负责人都告诉记者，不论
设计床位是80张还是1000张，
现在面向社会的养老床位入住
率都很高，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记者了解到，根据地区不
同，入住公办老年公寓的排队
时间从几个月到 2 年左右不
等。青岛福彩南山养老院相关
负责人透露，目前排队都要排
到两年以后。

莱芜的夕阳红老年公寓是
一家民办养老院，106个养老床
位仅入住了27名老人。该公寓
办公室主任赵梅坦言，这已经
是公寓开办以来的最多人数
了，2012年她刚来这里工作时，
只有3名老人入住。

“投入了300多万元资金，
干了快三年了，一直在亏损。”

夕阳红老年公寓总经理付怀洋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算下来每
年亏损30多万元。

青岛市一家民办养老院负
责人李女士则打算转行。她告
诉记者，她的养老院只有60张
床位，经营了 5年入住率都不
足50%，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不

少民办老年公寓常年入住率不
足50%，亏损或微利是大多数
民办老年公寓遭遇的现状。

为了赢利，日照的民办养
老机构不得不紧盯来此度假的

“候鸟老人”。在日照中盛幸福
苑，可自理的老人中有近40位
来自东北，本地自费入住的老
人仅有20位左右。

前不久，51岁的济南市民
王先生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
世，因家中没人照顾，他打算把
80岁的母亲送到养老院。“打
听了几家养老院，要么就是太
远，要么就是收费太高或者条
件不理想。”

王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在
青岛上班。随着这次家庭变故，
他也在思考自己和老伴今后20

年的“归宿”，“儿子能照顾我们
吗，我们生病了怎么办？”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3年
底，山东省60岁以上老人已经
突破170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
的1 7%，到2 0 1 5年底将达到
2000万人左右，其中80岁以上
的老人达到206万。

以世界平均养老床位5%
来计算，目前我省养老床位总

量 44万张，缺口在 40万张以
上。按全国平均每张床位6万
元成本计算，需投入资金240
亿元左右。

“现有的养老服务不赚钱，
即使以后市场前景很大，但是
大家还是看不到希望。”4月4
日，在济南市养老服务业协会
大会上，不少老年公寓负责人
感叹说。

在泰安肥城，一家拥有160多张床位、条件优越的养老院却只有一人入住，而与之相对的却是公
办养老院等着入住的老人排到两年后，以及我省40万张的养老床位缺口。公办养老院和民办养老院
为何出现冷热两重天，除了遗留的问题、政策的倾斜，还有其他什么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又在
哪里？今起本报推出养老院系列报道，关注我们的养老。

延伸调查

报名的太多，公办养老院排到两年后

入住率太低，不少民办养老院赔本运营

养老市场虽大，办养老院却没有吸引力

枣庄一民办养老院

每月亏损上万元

照顾人的活不好干

护理人员招聘难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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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肥城一家民营老
年公寓，160张床位，只有
一位老人入住。

本报记者 李亚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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