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儿女女都都孝孝顺顺，，为为啥啥还还去去养养老老院院
王老太养老记：孩子不能全天照顾，救护也不如养老院专业

王老太身子骨本来硬朗得很，自己生活
不成问题。直到去年冬天，下楼倒垃圾时不
小心摔倒骨折，在医院住了小半个月。要出
院时，大女儿商量，把王老太送到养老院，有
护工全天陪着，她也放心。

其实，王老太也理解，孩子要上班，要照
顾孙子，再腾出精力来照顾王老太，确实会
抓瞎。济南好家园老年颐养院的数据表明，
在院的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八成以上是
由于子女没有时间照料而送来的。该院主任
李德建说，“对于50多岁的子女，事业和家
庭都需要照顾，所以他们的父母越来越多地
被送去养老院。”

王老太的邻居老周，因脑出血而瘫痪在
家，儿女每天看望，白天请了看护，但还是由于
翻身不够及时，背上生了非常严重的褥疮，前
天刚被送进医院。王老太的主治医生建议，要
找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那里有专业的医护

人员，起码不会生褥疮，而且王老太腿脚不便，
一旦有什么闪失，还可以得到及时救治。

王老太看电视上说，医养结合是我国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重点。全国人大代表、临沂
市卫计委副主任张艳丽表示，医养结合的养
老机构非常重要，老人上了年纪，各方面机
能退化，不少人需要药物医疗支持，尤其是
失能、半失能老人，更需要专业的照顾。就我
省来说，78%的老人带病养老，70%的老人
长期服药。

根据国家卫计委去年发布的报告，全国2
亿多名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一半，独居老
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
人占41 . 9%。而在山东，空巢率约42%，失能、
半失能老人约占老人总数量的20%。

“尤其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医养结
合的养老机构是刚需。”省民政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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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国两会 从源头做起的好牛奶A04
山东亚奥特乳业有限公司特约报道

政府用改革回应民生关切，你我在改革中体味生活变迁。又是一年两会时，你的获得感提高了么？
在过去的一年，养老、看病、教育等民生问题，既是社会关切的热点，也是执政者改革的重点，不断推新的举措让百姓姓

的幸福含金量更高，也在为明天的全面小康铺路。今年两会期间，本报继续推出“小日子大改革”系列报道，从生活视视角讲
述改革进程，以百姓感受为改革探路。

“妈我走了，您有事给我打电话！”“哎，你
放心就好，安心工作……”“知道了，知道了。”望
着大女儿不再年轻的背影，王老太叹了口气。

王老太住在省城，今年79岁，老伴去世十
年，三个儿女两个在国外定居，就大女儿留在
身边。孩子们都算孝顺，王老太自个儿每月虽
有两千多的退休工资，但孩子陪她的时间却是
个问题，两个国外的指望不上，身边这个单位
事多，又刚添了个孙子，王老太就成了不少人
口中的“独居老人”。而年前的一次突发意外，
让去养老院成了王老太最好的选择。

孩子有心无力，养老院成无奈选择

本报特派记者 陈玮

3月3日发自北京

找医养结合养老院的过程，进行得并不
顺利。

王老太的大女儿连续在济南探访了好几
家养老院，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医养结合，有的
已经实现，收费却高达8000元每月。好不容易
找到一家历下区公办的养老院，门诊就开在
养老院内，价格也能承受，但床位早就满了。

王老太听说，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一床难
求的局面早已有之。山东省共3200多家养
老院，实现医养结合的只有192家。根据民
政部2014年统计的数据，实现医养结合的
养老机构，全国只有两成多。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山东省委副主
委、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主任陈德展分
析称，“养”是民政部门负责，“医”是医疗部
门负责，两个部门协调才能建成，给医养结
合的发展带来难度。张艳丽表示，目前医疗
资源紧缺，医护人员本来就少，再分一部分
给养老机构，确实有一定困难。

在大女儿一番努力后，王老太住进济南
市天桥区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穿过一个

通道，就可以进专门的医务室。有一天晚上，
王老太突然发烧，值班医生赶紧诊治，进行静
脉注射，并开了一些药。等月末大女儿过来结
账时，才发现多出来五六百块钱。原来，虽然
养老院有医务室，却没办法走医保报销。

养老院院长在私下说，民办养老院能申
请开医务室的资质已经不容易，再纳入医
保，难度实在太大。打那以后，只要不是紧急
情况，王老太就让大女儿拿着她的医保卡去
药店买药，抽空再送过来。

克服了这个困难，又碰到了新的问
题。在王老太骨折复位已经固定需要康复、
保健时，院长非常为难地说，养老院建立
时并没有配套康复厅。据了解，全国有正
规 注 册 的 3 1 8 3 3 家 养 老 机 构 中 ，仅 有
46 . 6%有康复设施，有的即便有康复设施，
但是专业医护人员缺少，很多康复训练都
是由社工或护工来完成。

王老太的大女儿叹了口气，“妈，咱回家
吧，做康复训练还得医院和养老院两头跑，
也不轻松。”

好不容易进养老院，没康复设施又回家

在养老院住了一个月，王老太被大女儿
接回了家。她说，应该给王老太找一家养老
综合体。

“养老综合体，要包括医疗、康复、保健
以及相关娱乐设施，满足老人基本生活照料
以及健康护理需求，还要照顾老人的精神需
求。”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生殖科主任孙伟说。去年底，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的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
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
意见》、我省最近出台的养老服务业转型实
施方案，都提出了相关措施。

陈德展表示，养老综合体涉及卫计委、
民政、规划、住建等多个部门，需要国家统筹
考虑，用顶层设计来解决因多头管理和部门
分割带来的不利影响。

张艳丽表示，尤其对医护人员以及承
担养老综合体的民办力量，要进行财政补
贴，解决人手不足或经营困难等发展难

题。“对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纳入医保的
审批，符合条件的可以简化程序，或者开
绿灯。”陈德展说。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政协副主席邵峰
晶认为，应该实现多层次立体化养老，在社
区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对于失能半失能老
人，以及有医疗护理康复需求的老人，可以
实现就近医疗、上门医疗等。

“还应注意不要让社区服务流于形
式。”孙伟说，记得有一次社区组织讲座，
医生讲得像天书一样，他听到一半就走
了。可是对于社区，就完成了一项规定任
务。邵峰晶建议，可以搭建社区社交平台，
建立大社区概念，发动整个社区的人一起加
入养老服务，解决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

虽然骨折以后经历了曲折的“养老过
程”，但听到上述建议，王老太对未来的生活
却有了更大的期待，即便到了不能自理的那
一天，也不用担心成为孩子的负担了。

护理娱乐一体，养老综合体成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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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老龄化小
区，高龄老人因行动不便，
只能聚在一起晒太阳聊
天。(资料片) 本报见习记
者 郭立伟 摄

本报特派记者 李钢
3月3日发自北京

“高校设立国学班、国
学院已经十多年了，可国
学连个正式学科都不是。”
2日，在赴京高铁上，全国
政协委员、山大易学与中
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大钧谈起了自己的提
案。他表示，国学教育是弘
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各高校设立“国学班（院）”
虽已十多年，但国学一直
不是一个学科。他建议，将
国学设为一级学科。

据了解，从2001年武
汉大学设立“国学试验班”
算起，高校“国学”学科建
立已15年。当前已有数十
所高校设立国学教学或研
究机构，其中有国学本科
教学，也有单独开展硕士、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但“国
学”户口问题一直没有得到
解决。

对于“国学”学科的倡
立，专家表示，这并非要替
代现行的文、史、哲、艺等
学科，“国学”学术的视野
和方法，主要遵从中国古
典学术的眼光和进路。

联系到当下的“国学
热”，刘大钧表示，为了弘
扬传统文化，现在中小学
教材里也加入了不少国学
内容，但这种安排的效果
并不是很好。在刘大钧看
来，没有纳入升学考试，是
效果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升学考试不考会使得
老师教起来和学生学起来
都没那么投入。

全国4 . 3亿户

家庭

有 6 5岁以上老人

的已超过8800万户

占比超

20%

全国含老人家庭情况

老人居住现状

接受养老服务情况

接受过体检、咨询 27%

接受过上门看病 7.5%

被帮助干农活 6.8%

接受过陪同看病 4.4%

独居

老人

空巢

老人
仅与

配偶居住

10%

50% 41 .9%

注：数
据 来 源 于

《中国家庭
发 展 报 告

（2015年）》

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

建议国学设为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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