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问卷显示，多数老人支持兴办养老服务业

最害怕生病增加子女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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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吕增霞 李金金) 16日，记
者分两路在多个小区对老年
人进行社会养老模式问卷调
查，多数老人会选择社区养
老，很少人选择由子女赡养
照顾，他们只想和子女同欢
乐，不想把负担带给子女。

“最害怕生病增加子女的负
担”这是多数老年人养老最
大的心病，这份纠结的情感
让他们很多人比较支持社会
力量兴办养老服务业和老人
公寓，以备作为以后减轻子
女负担的缓冲地带。

16日，记者在走访了多
个小区之后发现，多数老
人在养老模式一栏选择了
社区养老，少数人选择居
家养老和敬老院，但是在
调查的老人中，几乎所有
的人都支持社会力量多多
兴办养老服务业和老人公
寓。“我现在有退休金，我
们 老 两 口 可 以 自 己 养 自
己，子女们一般周末可以
过来，平时也有时过来。”
辽河小区的孙老先生说，
这样的模式很好，他们老
两口身体还不错，不住在
一块，不给他们增加负担，
给子女们充足的空间。

在如果选择老年公寓作
为养老方式理由一栏，几乎
所有调查老人都选择了子女
工作忙，或经常在外地工作，
为了让子女放心。“但是有时
候能不去就不去啊，再让别
人误以为子女们不孝顺。”金
水小区的张老先生说。

在晚年是否赞同与子女
同住一栏，多数老人选择不
同意，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
心声，“最害怕拖累子女，最
害怕成为累赘。”这是多数老
人在调查过程中对记者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他们恨不得
每天都愿意和子女们在一
块，但是害怕被“嫌弃”。

“最害怕以后得大病，
给子女增加负担，这是养
老最大的困境。”这是受调
查的老人在目前面临最大
的 养 老 问 题 中 最 多 的 回
答，所以他们希望社会上
的养老服务业和机构能越
多越好，以后可以多种选
择，减少子女的负担。

记者采访了解到，现
在东营较好的民办老年公
寓是“一床难求”，如果想
要入住需要排队等候。老
年 公 寓 看 似 经 营 很“ 红
火”，但仍是勉强维持收
支平衡。东营老年乐园的
工作人员表示，期待能够
扩建老年公寓，或出台政
策扶持细则。

作为东营市较好的老
年公寓——— 东营老年乐
园，经过多年的发展，现
在已经陆陆续续住满了老
年人。“现在已经有四五
十人在排号等候，老年人
想要住进老年乐园，只能
等着有老年人退床位，再
安排入住老年乐园。”东
营老年乐园的工作人员介
绍，主要是服务、环境好，
同时也能为老年人家庭减
轻负担。

“我们现在仍然是勉
强维持收支平衡。”东营
老年乐园的工作人员介
绍，老年乐园属于民办非
企业，自负盈亏，“现在一
个月伙食费就需要六七万
元，物业、取暖等费用还
是医院支付，并在收取一
定租赁费的情况下，才勉
强维持。”

记者在采访其他民办
老年公寓时，发现存在同
样的情况。东营老年乐园
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来
住老年公寓的老年人越来
越多，期待能扩建或再建
一家老年公寓，满足老年
人的需求，“同时期待政
府能出台相关政策进行扶
持，像其他地方的‘床位
补贴’。”

本报记者 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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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再孝顺也是自个儿住着方便”

75岁的孙锦信老人与老伴一
起居住，孙锦信告诉记者，他的儿
孙都十分孝顺，但为了不给儿女
增加负担，他和老伴还是选择了
独自居住，7 5岁的他身体状况较
好，他说：“儿女再孝顺还是自个
儿住着方便。”

孙锦信的儿子在西城做生意，
儿子小孙本来要求和父母一起居

住，也好有个照应，但孙锦信和老
伴 都 认 为 还 是 老 两 口 一 起 住 较
好，在能自理的情况下不想给儿
子一家增添负担。于是孝顺的儿
子就给他和老伴在东城买了一套
房子。

“我和老伴在这居住了20多年
了。”孙锦信告诉记者，20多年来，儿
子逢年过节或隔三差五的来看望，

“儿子非常孝顺，每次来都会送来生
活费和营养品。”孙锦信说，有时候
儿子也想接他和老伴一起住，但他
怎么也不同意，“不想给儿子增加负
担，在社区还有一帮好伙计、老朋友
一起娱乐，老年生活非常丰富。”他
说，儿女再孝顺，也是老两口一起住
着方便。

本报记者 李金金

>>“看完孩子还是回老家”

66岁的河口居民毕义泉和老伴
一起在东城给儿子看孩子已经有两
年多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给上初
中的孙女做饭，虽然与儿媳、孙女相
处得较好，但毕义泉仍然选择等孙
女上了高中以后，与老板一起回河
口老家安度晚年。

毕义泉告诉记者，三年前，他的
二儿子由于工作变动，在东城买了
房子，一家人从河口搬到了东城，孙
女女上学也在东城。由于儿子、儿媳平

时工作较忙，顾不上给孙女做饭，于
是就把他和老伴从河口接来，一日
三餐，买菜做饭的活就落到了他和
老伴的身上。

“平时不是很忙，老伴做饭，我
就出来转转。”在金水社区老年活动
中心看老年人打麻将的毕义泉说，
平时逢年过节就和儿子一家回老
家，有事没事的回去趟。在东营生活
了两年多，与儿子、儿媳一家都相处
得很和睦，对东营的生活也基本习

惯了。
但毕义泉说，即便如此，他和老

伴还是想回老家居住生活，“今年孙
女上初一了，等她上了高中，不用我
们做饭了，我们就回河口老家。”毕
义泉说，他在河口老家还有房子，个
人能自理还是老两口一起住较好。
他说：“河口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
方，对那里也有感情，亲戚、朋友都
在老家。”

本报记者 李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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