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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关注

宁津推出敬老新模式

民民企企职职工工每每月月增增享享一一天天““探探老老假假””

突发脑梗昏倒

老人幸运被救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李国平 申宸) 13日，记
者从德州市老龄办获悉，宁津县出
台文件，在民营企业中增设“探老
假”。“探老假”为每月一天，为带薪
法定假日，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
绝职工休假和扣罚职工工资。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已于今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新《老年法》第十七条
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为使这一法律规定切实落到实处，
重阳节前夕，宁津县以老龄委的名
义下发《倡导在民营企业中增设“探
老假”切实落实新《老年法》关于“常回

家看看”之规定的通知》的文件，倡导
在民营企业中增设“探老假”。

据了解，文件针对宁津县民营
企业多而大的特点，提出在全县民
营企业中增设职工“探老假”，要求
各民营企业要在原来规定的职工月
休假的基础上，专门增设一天假期，
并明确为“探老假”，具体休假方式可

根据各自生产特点，在不影响正常生
产的前提下，结合职工休假意愿，采取
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施行，“探老假”
为带薪法定假日，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绝职工休假和扣罚职工工资。

此外，要求各乡镇(区办)和企业
主管部门要把民营企业落实“探老
假”情况，作为指导和督导企业工作

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企业落实情况
要及时跟上检查督导；对于各民营
企业落实“探老假”的情况，宁津县
老龄委每年进行一次总结通报，对
落实较好的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对
落实不力的企业通报批评，并通报
各相关部门，建议取消其参加各种
评先树优的资格。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董
传同 通讯员 崔秋芬 赵琳 )

近日，家住河北省南皮县寨子
镇的单老先生骑摩托车经过宁津
县长官镇新桥时突发脑梗从摩托
车上摔下来以致昏迷。

10月7日上午10点左右，宁津
县公安局长官派出所接到一名群
众打来的110报警电话称河北寨
子通往宁津长官的新桥上有一老
人，昏倒在桥上。长官派出所民警
闻讯立即赶至新桥，到达现场后
只见一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倒在
桥中央，老人旁边还有一辆歪倒
的摩托车。

民警发现该老人半边身体麻
木无法活动，其身上也没有身份
证、手机等能证明身份的物品。此
时，附近一名捕鱼的群众告诉民
警自己曾经见过这位昏倒的老
人，老人经常在新桥附近捕鱼。随
后，老人的意识有所恢复，通过与
老人交谈民警得知老人姓单，家
住河北省寨子镇。

民警与寨子派出所取得联系
后，告知河北警方老人的情况，并
让其通知老人家人尽快赶来将老
人接回。与此同时，长官派出所民
警拨打了河北省寨子镇“120”急
救中心电话，尽快让老人得到治
疗，以免延误病情。

随后，民警对老人进行了紧
急护理，寨子派出所民警及老人
的家人到达现场后，把老人交接
给寨子派出所及老人的家人。

私改三轮车

接送小学生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董
传同 通讯员 李安英 ) 平原
县一位70多岁老人为了挣钱竟然
置学生安全于不顾，用私自改装
的三轮摩托车接送小学生。

10月9日18时许，平原交警大
队直属中队民警在成和路口执勤
时，发现一辆沿畜牧路自南向西
左转弯的三轮摩托车后面车斗上
拉着多名小学生，见到路口有执
勤民警，驾驶人竟然沿平安大街
南侧的非机动车道逆行，当时正
值下班高峰期，险情随时会发生。
民警果断上前将其拦截住。

经询问，三轮摩托车驾驶人
王某，今年71岁。车上拉着的6名
低年级的小学生，从学校拉送到
租住的小饭桌。为了防止孩子中
途掉下车，王某在三轮摩托车的
车斗上焊接了铁架子。因超过了
办证年龄，王某也无法考取三轮
摩托车驾驶证，而且三轮摩托车
也没有注册挂牌。

民警对王某进行批评教育，
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
害，当场就表态再也不接送学生
了。

多数老人没把重阳当回事

一一家家人人吃吃顿顿饭饭就就算算过过节节了了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董

传同) 13日，是农历的重阳节，
也是我国第一个法定“老年节”。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老人没把

“老年节”当回事，稍重视的家庭
陪老人吃顿饭就算过节了。

13日中午，在德兴路一家饭
店，带父母前来吃饭的张先生发
现，饭店里吃饭的老年人要比往
常多一些，而且多由中年人陪
同。张先生说，今天正好是周日，
想起是重阳节，也不知道怎么
过，就带老人出来吃顿饭表达心
意。没想到饭店里还有和他想法

类似的人。
“还向往常一样过。”记者在

调查中发现，尽管都知道13日是
重阳节，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把
它当成一个节日来过。在长河公
园歇脚的八里庄村民刘女士说，
现在生活好了，天天都过节，重
阳节既没有收到礼物，也没有准
备给自己过。她也没有听说有邻
居会专门过个重阳节。

杨庄小区的刘老先生说，父
亲节、母亲节时，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想到给父母送礼物，但是
重阳节送礼物的却很少。另外

一个问题是，现在想过老年节也
不知道怎么过，德州没有什么具
体的风俗。如果想过节，吃顿好
饭就行。

天华家园的宋老先生表达
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过春节知
道放放鞭炮、看看花灯等等，
重阳节没见过别人怎么过，自
己也没有什么主意，和平时一
样玩一样吃饭。孩子们也没有
给他过节。但他觉得，只要孩
子孝顺，过不过节无所谓，天天
都是节日。

而记者调查的青年人当中，

有个别人根本不知道13日是重
阳节或老年节，知道的人也并没
有作出什么特别的安排，不会因
此特别向父母问候。青年人的疑
惑和老年人类似，就是不知道如
何过节，不了解有什么风俗。

“这个周末，老年人穿的羊
毛衫销量不错，很多年轻人越来
越重视重阳节了。”对过节最为
热心的是商家，不少商场、旅行
社推出了针对重阳节的活动。但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比往年情况
要好，但目前重阳节经济仍处于
培育阶段。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王
明婧 李榕) 60多岁本该是享
受清闲的年龄，但尹志明和宋秀
兰老两口却24年如一日地照顾
脑瘫儿子。现在，他们最担心的
不是养老问题，而是他们走后谁
来照顾儿子。

尹志明和宋秀兰今年64岁
了，身体大不如前。儿子尹德龙
出生时由于窒息时间过长患上
了脑瘫，7岁前一直被夫妻俩
辗转各地医院，把家底花光后
才放弃治疗。由于生活不能自
理，尹德龙经常在床上或轮椅

上大小便，为了把儿子的生活
环境弄干净一些，宋秀兰每天
都要洗衣服和床单，一洗就是
24年，“冬天天气冷，手脚经常
长冻疮”。

“这么多年下来，晚上一有
点动静就醒。”尹志明说，他每晚
和儿子住在一起，二十多年来没
睡过一个安稳觉。儿子时常抽风
晕厥，需要有人及时发现救治，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对此尹志明
夜夜守护在一旁，宋秀兰从不关
卧室门，对于他们而言没有白天
黑夜的区分。

每天早晨六点，尹志明伺候
儿子起床穿衣，宋秀兰洗衣做
饭。随着年迈体力下降，尹志明
为儿子穿衣的时间越来越长，有
时要花半个多小时。随后尹志
明要将儿子抱到客厅的轮椅
上，为他洗漱、吃早饭，由于儿
子咀嚼能力差，需要将面条煮
烂切碎，馒头掰成小手指甲大
小，尹志明还会细心地用嘴试
试饭菜烫不烫。

“年龄大了，没办法带他下
楼散步了。”尹志明说，最近他
总是使不上力气，没办法抱儿

子出门了。为了能让儿子过得舒
服些，他时不时地抱儿子到阳台
上站会，晒晒太阳。由于照顾儿
子不能同时外出，夫妻俩从没一
起散过步。

老两口说，有人劝他们放弃
孩子，但他们除非走到绝路，否
则都会留住他。如今老两口年纪
大了，孩子以后的生活成了他们
的心头病，“我们走后他没有
任 何 收 入 ，谁 来 照 顾 他 ？”目
前，老两口希望能为儿子申请
到低保，供他日后生活，也希望
能有人帮帮他们。

六旬老夫妻照顾脑瘫儿24年

““我我们们走走后后，，谁谁来来照照顾顾他他””

特写

尹志明抬着儿子到阳台上活动。 本报记者 王明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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