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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母母在在，，不不远远游游，，游游必必有有方方””已已成成为为
本报网站调查显示：近四成受访者超过半年才回家看父母一次

奢奢侈侈的的梦梦
27日，一则“儿子从上海回嘉兴，却发现父母已在家中双双离世”的新闻让

人悲伤不已。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如今，不少年轻人不得不
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外地生活。

就此，本报网站发起调查，在上百名参与调查者中，近四成被调查对象超过
半年才回一次家，同时，即使回家，9成以上被调查者呆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一
周。在回不了家的时间里，一周一次的电话成为远离家乡的最大慰藉。

在此次调查中，近四成人
超过半年才回家一次，14 . 49%
的人甚至一年才回家一次。这
不禁让人感叹，回家，已经成为
一件“奢侈”的事情。

“上次回家还是五一的时
候，眼看着就要半年了。”在北
京工作的济南姑娘小樊说，不
是不想回家，每到放假都要值

班，实在无法脱身。
调查显示，即使和父母生

活在同一座城市，也有不少人
不与父母一起居住，甚至半个
月才回家一次。调查结果中，
24%的人与父母在同一城市居
住，但是，一周回一次家的只占
总调查人数的11%。

在省城历下区的小肖，家

在商河县，小肖和同事一起在
省城租房住。“一般情况下每周
都会回家，遇上周末有事，也只
能隔周回去。”小肖有些无奈地
说。

“虽然同属济南，但回家也
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
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小肖
表示。

子女硬心肠：14 . 49%受访者一年才回家看父母一次

在无法回家的日子里，打
电话成了很多年轻人关心父母
的最主要方式。在此次的调查
中，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一周
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甚至有3%
的人一个月打一次电话。

“平时没什么事的话，就很
少给父母打电话。”在省城工作
的90后小刘说，“我家是河北
的，像三天的节假日都很少回

去，一般都是过年、国庆长假才
回家。家里也没有网络，只能
通过打电话联系父母。刚工作
需要在事业上努力，有时候确
实会忽略父母，不过父母也都
还年轻，所以不会顾虑那么
多。”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子女会
选择为父母购买社会养老服
务，例如通过社区、社工、第三

方机构有偿购买服务。
“常打电话固然是一种关

心 ，但 父 母 多 是‘ 报 喜 不 报
忧’。”济南军区第二干休所所
长代月凤说，“我就经历过一
次，2009年春节期间，老人在家
突发严重心梗，医院甚至下发
了病危通知，但老人觉着孩子
在外工作压力大，不想给孩子
添麻烦，就什么都不说。”

可怜父母心：怕孩子担心，病了也不说

虽然有时间回家，但真正能
够呆在家的日子却非常有限。调
查显示，每次回家，50%的被调查
者只能在家里呆1-3天，40%的被
调查者在家的时间为3-7天。

“离家远，回去呆一天又要
回来，时间都耽误在路上。”就
职于北京某网站的章丘姑娘小
丽说，因为交通不便，每次回家
要花费半天以上的时间，十一

黄金周回家，去掉路上的时间，
去掉最后一天的值班，最后在
家呆了4天。

虽然在家的时间非常有
限，但绝大多数人回家后更愿
意在家呆着，陪爸妈说话聊天。
调查中，81%的人选择了回家以
后的主要活动为在家陪伴父
母，走亲访友、会见老同学占
15%左右。

每到节假日，在济南工作
的“85后”王峰都会回老家日照
看看，但小王说，“一旦走进家
门，就不愿意出门，很少参加同
学之间的聚会。”

“平时家里只有老两口，孩
子回来觉得家里热闹不少。”今
年刚满50周岁的佘女士已经退
休，孩子在外地工作，最大的希
望就是孩子能常回家看看。

来去匆匆：九成人在家时间短于一周

在听到“浙江嘉兴独居老
人双亡”的新闻后，济南军区第
二干休所所长代月凤表示既痛
心也无奈，“虽说现在‘常回家
看看’已经入法，但是实现起来
很困难。”

代月凤说，“常回家看看”
如何界定，多长时间回家一次
算“常常”？现在很多年轻人主
观上想回家，但是客观条件并
不允许。

针对目前养老问题存在的
原因，代月凤认为，“人口的流
动性比以前强，农村很多青壮
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村里
留有很多独居老人，空巢现象
和空心村现象严重。”

此外，子女进行家庭养老满
足不了养老需求，不少年轻人离
家工作，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父
母进入老龄化阶段，独生子女的
养老问题更为突出了。

“养老不是个人或家庭的
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出现问
题不能过分责备子女，国家、社
会、单位都应该考虑养老问
题。”代月凤建议，作为子女，在
主观情感上对父母关心这是必
不可少的。然而，社会更应该有
支持力度，发动社区、居委会、
物业，建立社区式的养老服务
网络，让空巢老人生活在网络
之中。

业内人士建议：建立社区式的养老网络

区区里里兜兜底底，，街街道道 贴贴心心，，社社区区一一对对一一
济南三级养老服务的四个样本

“嘉兴悲剧”发生后，10月28日，记者对省城济南的居家养老工作进
行了探访。目前，省城居家养老工作正在从人员、资金、制度和技术等方
面加大力度，多方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这些富有人性化、信息化的做
法，既可以让担心家中老人的子女和亲友稍稍宽心，更可以给更多人提
供借鉴，从而减少悲剧的发生。

本报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柴勇

目前历下区 60岁以上的老人有
9 . 5万人，占总人口的17 . 79%，老龄工
作压力较大。历下区从2009年开始居
家养老工作，今年初颁布的《历下区居
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试行）》作为历
下区2014年1号文件，进一步提高了由
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的力度，扩
大了救助范围，为更多的老人送去了
贴心服务。

由于政策调整，之前部分不符合
居家养老条件的老人，也被纳入了居
家养老体系内。据历下区民政局养老
工作办工作人员介绍，按照新的实施
办法，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

老人从年初的 601位，增加到现在的
1267人。

今年以来，记者曾到过多位享受
历下区24小时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家
中，这些突发疾病或意外的重病“三
无”老人亟需昼夜不间断照料。在社区
居委会、街道办申报后，按照“一事一
议”的办法，服务员可以迅速到位，最
大限度地确保了老人的生命安全。

据介绍，目前的1267人基本上把
历下区那些可能发生意外的老人“兜”
了进来。据了解，目前，历下区民政局
正在联合山东大学对辖区老人进行抽
样调查，对老人的基本情况和需求进
行调研，为下一步更好地满足老人需
求、防范意外发生提供参考。

历下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1267位高危老人政府“兜”着

本报记者 肖龙凤

今年3月份，市中区启动了“网上
养老院”试点工作。据了解，这个试点中
的“网上养老院”同样是依托信息平台
中枢，将老人的服务请求和联动的专业
服务机构及人员联系起来，为老人提供
小到写信、读报，大到紧急救助等生活
服务。

此外，这个“网上养老院”的一大
特色，是依托一个类似“一键通”的装
置“居家宝”，可以实现实时监测，在老
人超过12小时卧床不动或者跌倒不起
时，以及家中烟雾超标、煤气泄漏等危
险情况下，自动报警。

据介绍，由于子女是父母的第一

监护人，所以警情首先送达子女；同
时，信息平台上也会显示异常，并弹出
消息框，显示老人的姓名、地址、电话、
监护人、办理情况等信息，如果监护人
迟迟没有接听电话，后台工作人员就
会主动联络老人。而不管子女是否第
一时间接到电话、警情是否及时消除,

工作人员都会马上进行电话回访。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无法按键，“居

家宝”还配备了一个带有挂绳的紧急
按钮，老人可以随时挂在脖子上或者
揣在口袋里。而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
值班，随时接收警情。据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试点以来，该系统已经在提醒老
人关闭煤气、开启抽油烟机等方面屡
次发挥作用。

市中区试点“网上养老院”

老人12小时不动，系统就自动报警

大明湖街道办地处老城区，辖区内60岁以上老年人户籍人口为3730户、5545人，实际居住
1601户、2427人，占辖区实际居住人口的11%，其中又以空巢、独居老人居多，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
严重。为有效应对这一情况，大明湖街道建成了一个“高大上”的居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可以高
效、快捷、安全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最大限度保障老年人的居家安全。

28日，在历下大名湖街道县
东巷社区东三区4号楼的家中，记
者见到了 86岁的独居老人谷秀
清。谷秀清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从
2009年开始享受由政府购买的居
家养老服务。今年历下区加大服
务力度和范围后，谷秀清开始享
受每天8小时、全年无休共2980小

时的一类居家养老服务。
每天，服务员常玉兰都早早

来做饭，做完晚饭再离开。28日中
午，谷秀清想吃饺子，常玉兰就认
真包了饺子。“疙瘩汤、鸡蛋面，她
想吃啥，我就给做啥。”常玉兰说。
作为每月只有几百元抚恤金的低
保边缘户，谷秀清每月还能领到

历下区发放的300元补贴，街道办
为她办理了附近一家快餐店的饭
卡，可以时常换换口味。

尽管年迈，谷秀清的家中收拾
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都是服
务员常玉兰的功劳。“她可不光给
我做饭哪，洗澡、洗头、洗衣服，还
有理发，她照顾我真是太细心了。”

86岁老人说：想吃啥，服务员就给做啥

家里电视坏了，打个电话就来人给修好了

大明湖街道办贴心服务独居老人

按住电话“1”键，服务员马上到家

本报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刘云香

为确保老人安全，槐荫区中
大槐树街道裕园社区居委会成
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不但
通过“一键通”为老人提供急需
服务，还由社区“网格花”小组成
员、志愿者组成爱心服务队，一
对一结对，随时为老人提供生活
中的帮助。

据裕园居委会工作人员介
绍，裕园社区是一个开放式老社
区，常年存在无物业管理、无家
政服务、无代缴电话费、电费等
服务项目，居民生活极不方便。
特别是裕园社区作为老年人比
较集中的社区，年轻人都忙于工
作和外出打工，居家老人也就多
了起来，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和不便也凸显出来。

为解决此类问题，裕园社区
于2011年成立了“爱心在线”居
家养老服务社，开启了一条政府
支持、群众互助的服务模式，为
居住在家的老年人解决日常生
活困难，确保居家安全。这一服

务对象主要为社区80岁以上儿
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以及 60

岁以上贫困、行动不便的老人。
通过“一键通”，居委会和志

愿者可以随时为老人提供急需
服务。而在日常生活中，社区志
愿者采取一对一结对的形式，随
时随地为老人提供生活中的帮
助，并对老人开展送午餐、送医
疗、送家政、送温馨、送快乐、送
旅游等服务。

风雨无阻上门送服务，有效
保障了老人的安全。今年6月，承
担了为老人送餐、敲门服务的志
愿者樊秀娟，到裕园社区7号楼
李庆海老人家探望时，多次敲门
无人应答。她急忙找到单元长张
凤英帮忙，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老
人的家人及时开门。原来老人因
使用蜂窝炉不当，引起煤气中
毒，已昏迷不醒，幸亏发现及时，
老人得到了救治。

现在裕园社区已有为老服
务志愿队伍人员200余人，受益
老人千余人，保障了老年人的居
家安全，也让他们的子女感到了
安心。

裕园社区推行“一对一”服务

志愿者天天敲门救了中毒老人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本报记者 肖龙凤

“你看看，还给我配了这个手
机。我有什么事，按这个‘1’打电
话就行了。”谷秀清说，前阵子电
视坏了，她打电话过去，街道办很
快就联系维修工上门给修好了。

这有赖于大明湖街道今年4

月份投入运行的居家养老信息化
服务平台，每位享受居家养老服

务的老人都配备了手机。谷秀清
的电话打过去之后，值班人员可
以就近为她联系信誉好的维修人
员上门服务，并承担上门服务费。

今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人，
大明湖街道办投资250万元建成
全省首家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
居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这个

平台以街道办值班人员为中枢，
联系着老人和服务商，快捷安全
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目前，这个平台已有50多个信
誉好的商家加入服务体系，服务的
对象包括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的110位老人，以及可以享受
折扣有偿服务的4000多位老人。

据介绍，为最大限度发挥居
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的作用，
大明湖街道为老人免费配发的定
制手机，带有服务跟踪和定位功
能。老人只要长按手机上的“1”
键，就可以拨通服务平台电话，可
以经由值班人员联系到家政、医
疗、订餐、理发、心理咨询、订票、
精神慰藉等15项服务。服务平台
还会对整个服务过程进行监控和

回访，督促服务商提高服务质量。
依托定制手机，这个平台还

具备了“一键式紧急呼叫”和“电
子围栏”等特殊功能。“有时候老
人电话里叫我赶紧过去，我去之
后，老人说就是想聊聊天。谁家都
有老人，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
大明湖街道居家养老协管员谢元
鸣对此已经习惯了，每次有老人
喊她，她都立即赶过去，平时也经

常看望老人。
“电子围栏”功能，在老人超

出设定区域后，平台会自动弹出
“示警”对话框，显示老人所在的
区域，对老人进行实时定位，以防
走失。依托这个信息化服务平台，
街道有效整合资源，大大解决了
独居老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紧
急救助等方面的时机问题，降低
了老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保障老人安全，定制手机显身手

裕园社区医疗志愿者上门为老人查体。 通讯员 刘云香 摄
县东巷社区的谷秀清老人与居家养老服务员“研究”街道办配发的手机，通过这

个手机，谷秀清家里的电视很快修好了。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大明湖街
道办的居家养
老服务平台既
可以为老人提
供服务，也可以
对老人实时定
位，确保老人安
全。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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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历下千佛山街道棋盘小区57岁的五保户王培元不慎摔伤，需住院治疗一段
时间。经过“一事一议”，居家养老服务员很快到位。王培元也成为历下区首个享受24小时居
家养老服务的老人，直至康复并能生活自理。(资料片)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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