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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15日讯（记者
李钢） 山东省政协十一届四

次会议将于2016年1月下旬召
开，为开门听取百姓建议，省政
协决定自12月16日起再次启动

“民声连线”活动，向社会广泛征
集对我省“十三五”期间经济社
会发展的高见和民生改善的期
盼。省政协将从积极提交“百姓
提案”的社会各界人士中遴选出
部分群众代表，旁听开幕大会和
大会发言。

据介绍，省政协十一届四次
会议“民声连线”活动将联合各
媒体共同举办，除在网络平台推
出大型民意调查外，还推出征集

“百姓提案”活动。
“两会”前，省政协将依托各

媒体和“山东政协”微信公众号
以投票的方式评选出十一届四
次会议优秀“百姓提案”，并委托
参加“民声连线”活动的委员据
此形成委员提案提交大会。

如果你有什么好建议，希望
能被带到明年的“两会”上，快来
参加活动吧！想参加活动的居民
可以关注“山东政协”微信公众
号，并在“民声连线”栏目提交建
议；手机移动用户也可以发送短
信至106573016619，手机联通和
电 信 用 户 可 发 送 短 信 至
106904567313；也可发送邮件至
minshenglianxian@163 .com，或登
录省政协网站、联合网、大众网、
齐鲁网投票、留言，提交“百姓提
案”。

据介绍，本次大会活动结束
后，省政协将适时举办优秀“百
姓提案”表彰会议暨“民声连
线”工作座谈会，并将以“民声
连线”为平台，结合省政协协商
议题，开门听取百姓意见建议，
邀请部分群众代表参加事关百
姓切身利益的调研活动和协商
会议。

据悉，自2007年开始，省政
协“民声连线”活动至今已连续
举办了9次，今年是第10次举办。
多年来，省政协“民声连线”活动
在推动我省企业退休人员取暖
补贴标准提高、失独家庭扶助标
准提高、济南市65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乘坐公交车、济南市职工医
保门规政策调整等许多关系百
姓切实利益问题的解决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本报济南12月15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密文斐）

明年1月1日起，只要在济南机场
非停车泊位违法停车超过三分
钟，就会被系统自动抓拍，违法
停车将被罚款100元、记3分。机
场交警提示，来往济南机场接送
旅客车辆，请及时将车辆放至停
车场，以免停车超时被自动抓
拍。

为什么要在济南机场设置
违法停车自动抓拍系统？机场公
安局政委李全绪介绍，目前济南
机场旅客吞吐量即将达到1000

万人次/年，辖区重点路段交通
流量更是达到5万辆/天。在航班
高峰时段，重点路段尤其是启航
路及其周边道路交通拥堵现象
严重、交通压力很大。并且，经常
有驾驶员想节省停车费或贪图
方便，将车辆长时间停在通行道
路上，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形成安全隐
患。

违法停车抓拍路段有哪些？
济南机场交警介绍，这套违法停
车自动抓拍系统覆盖了济南机
场辖区所有重点区域，实现了包
括迎宾路、启航路、空港路、空港
东路、空港北路、空港中路、山航
路、空管路、东航路等在内的全
部重点路段无缝隙全覆盖。

冬渐深，年渐近，对大部分人来说，正是一家人围炉夜话、共享天伦的好时节。然而，还有这样一些
人，他们或许正垂垂暮老，在回忆与思念中挨过时光；或许失去了唯一的子女，越是年节将至越是心痛
如绞；或许身患重病，一次次地绝望又不能放弃希望……

是的，人生有太多种可能，在这个严冬上演。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愿意奉上一点光，汇聚一把火，
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八八旬旬老老母母摔摔瘫瘫
六六旬旬子子女女吃吃力力照照顾顾
我省失能、半失能老人达375万，养老成社会难题

孩子在外国，

失能夫妻养老院做伴

15日，在济南市好佳园老
年颐养院，张树斌躺在床上一
动不动，眼睛紧盯着来往的人
群，偶尔与病友家属聊聊天，说
不了几句，又恢复了长时间的
沉默。

张树斌的老伴几年前去世
了，儿子在济南做生意，女儿在
烟台当老师，70多岁的他一个
人在家生活。突然有一天，张树
斌不留神摔了跤，大腿骨折，再
也站不起来了。

“老人突然半失能，孩子也
没法长期照顾，他儿子就把老人
送到了我们这儿。”好佳园老年
颐养院办公室主任李德建说。

目前，我省老人空巢率达
50%，而失能、半失能老人占到
20%，据2014年底的数据显示，
已经达到375万人。

刘广平在去年成为了这
375万人之一，常年的腿部静脉
曲张让他瘫痪在床，渐渐地双
手也无法动弹，只能靠他人帮
助进食。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国
外生活，老伴王俊英已经80多
岁了，今年7月，王俊英为他办
理了入住养老院的手续，自己
则以陪床的身份搬了进来。

“老人半失能或失能，给儿
女的压力非常大。”李德建说，
前几天，一位40多岁的人刚把
自己瘫痪在床的母亲送进来，
紧接着又把心脏病突发的父亲
送进了附近的医院。“他一直在
说‘太累了，实在承受不了’。”
李德建说。

张丰的父亲因骨折瘫痪，也

住在这家养老院。说起送父亲来
这儿的原因，张丰说他要工作，
不能时时陪伴父亲，“我不是不
孝顺，是真的照顾不了。”

“年纪大了，

熬上两天就吃不消”

选择机构养老的失能、半
失能老人，还是少数。

贾英毫不犹豫地选择居家
养老。她今年88岁，跟老伴李兴
一起生活。四个儿女都进城安
了家，只有节日时才回来。

前年给老伴做饭时，贾英
摔了一跤骨裂了，如今只能靠
轮椅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床
上躺着。李兴患有心脏病，无法
料理贾英的生活。而贾英十分
排斥住院，在医院时，她经常精
神崩溃，大喊大叫。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
每人一天，轮流来守夜照顾老
人，还在上班的，就尽量排在周
末。大家还集资，从邻村请了一
个保姆帮衬。”贾英的二女儿刘
萍说，兄弟姐妹中最小的50多
岁，最大的已经年逾六十。

刘萍今年53岁，虽然每周
只有两天照顾父母，但一天下
来基本没法休息，晚上也睡不
安稳。“年纪大了，熬上两天，身
体就吃不消。”

大多数失能、半失能老人
选择居家养老，除了观念上的
因素，还有经济考量。

王城为姥姥找养老院时曾
算过一笔账，像是疾病后遗症、
肢体功能活动受限的老人，护
理费加上床位费、餐费，一个月
要5000元左右，而完全失能的
老人更贵。“以我目前的工资状

况，支付这笔费用很困难。”王
城说。

姥姥的遭遇，让王城开始
担心：“好在我母亲有兄弟姐妹
帮衬，照顾姥姥还能应付。要是
我父母将来这样，我怕应付不
来。”

记不清东西，

逢人便说“想儿子”

对于老人来说，子女的探
望是无法取代的。“失能、半失
能的老人，很多都有精神上的
问题，经常会念叨自己的孩
子。”李德建说。

前几日，张树斌突然精神
失控，儿子半夜来探望。张树斌
一会儿念叨“儿子从来不看我，
我没见过他”，一会儿又拉住旁
人说“我儿子很懂事，他在济南
读博士，很厉害”，然后又一阵
沉默，猛不丁说出一句“我想儿
子了”。

张丰的父亲刚住进养老院
时，也是这样。子女要每天陪着
他，他才肯吃饭。“刚来的老人，
我们都要让子女陪他几天，要不
然老人很难适应。”李德建说。

刘萍要走时，正开心看电
视的贾英一下子沉下脸来。“还
没到中午，怎么这么早走！”接
着，眼泪夺眶而出。刘萍赶紧留
下来陪她，贾英一会儿说要喝
水，一会儿说要吃东西，刘萍知
道，母亲什么也不想要，就是想
让她多呆会儿。

建达社工总干事刘娜说，
失能、半失能老人会因身体的
不便产生挫败感，亲情的陪伴
是一剂良药。（应受访者要求，
部分人物为化名）

“现在我们交五险，未来可
能出现‘六险’。”山东省社科院
人口所副所长高利平说，这个

“第六险”，就是长期护理险。长
护险是指人在丧失劳动能力或
年老无力供养自己时，由国家或
商业机构给予一定的补助金额
或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险种。

青岛从2012年就开始了长
护险的试点，目前已经在全市

推开，并将农村居民纳入其中。
东营、潍坊、日照、聊城也在进
行职工长护险的试点。

“对于长护险来说，最大的
问题是资金。”高利平指出，除
青岛外的省内四地，多是从
2 0 1 4年底或2 0 1 5年初开始试
点，还处于摸索阶段。

15日下午，记者致电省内几
家大型商业保险公司，关于长护

险，大部分答复是“不清楚”或者
“知道但不了解”。“我们知道‘银
发产业’大有可为，但现在还存
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一家保险
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长护险与医养结合，将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高利平认
为，无论从政府还是个人层面，
长护险的推行都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刘志浩 陈玮

长护险有望

为养老兜底

延伸阅读

省政协“民声连线”

今起征“百姓提案”

机场违停超三分钟

将被自动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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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冷，刘萍给
失能的母亲又多加了
几床被子。自从瘫痪
后，母亲一受寒就感
冒，刘萍和几个兄弟姐
妹都特别注意。两年
前，突然的瘫痪，让本
已是空巢老人的母亲，
又变成了失能老人，刘
萍等几个子女只能轮
流照看。

数据显示，我省失
能、半失能老人达375
万，他们的养老问题正
成为一个社会难题。

本报记者 陈玮 刘志浩

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机构养老有专业人员护理，但不少人缺乏亲情陪伴。本报记者 陈玮 摄

一对居家养老的老人
互相搀扶。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冬冬天天的的
角角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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