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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逸
周末”最新内容，
扫一扫吧！

济济南南贵贵阳阳高高铁铁1166日日开开通通，，比比原原来来省省2211小小时时
七一时济南高铁将直达深圳

本报济南6月10日讯（记者 宋
磊） 从16日开始，贵阳北站拟将先
期开行1 0对高速动车组列车，其中
包括济南，这意味着济南和贵阳之
间将首次通高铁，全程仅需1 1小时
左右，比目前两地之间最快列车运
行提速21个小时多。此外，济南至深
圳的高铁也将在7月1日开行。

去年年底，济南西至武汉的高铁列
车延长到了怀化南，而6月16日，沪昆高

铁贵州段将开通运营，这也给济南至贵
阳开通高铁奠定了基础。记者了解到，6
月16日沪昆高铁贵州段开通运营后，铁
路部门拟于6月16日—30日，从贵阳北
站先期开行10对动车至北京、上海、长
沙、济南方向，其余未开行车次将等到7
月1日全国铁路运行图调整后再开行。

6月16日起，济南西至怀化南的
G285/G286次高铁将延长至贵阳北，
经由京沪高铁—合蚌高铁—合武高

铁—武广高铁—沪昆高铁运行。原来
济南西至怀化南的高铁历时9小时27
分，初步估算来看，未来济南至贵阳高
铁历时11小时左右，比两地目前最快
的K491次列车提速21个小时多。

这样一来，济南通过高铁和动车
直达的国内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范围
继续扩大至18个。此前，济南已与北
京、天津、上海、南京、合肥、哈尔滨、长
春、沈阳、杭州、广州、武汉、长沙、福

州、南昌、重庆、南宁、郑州等17个城市
高铁或动车相通。

此外，7月1日将迎来铁路运行图
调整，届时济南到深圳将开通直达高
铁。其中，济南西至广州南G279次延长
至深圳北。该趟列车8点始发，19点02
分到达，全程11个小时02分钟。

若从深圳返回济南，首趟直达高
铁7：37深圳北站始发，于18：00抵达济
南西站。全程用时10小时23分钟。

让让独独居居老老人人““不不再再只只一一个个人人””
专家：子女要尽义务，政府和社会也要尽更多责任

你知道什么时间哮喘病最
容易发作吗？你知道什么时候
最容易偏头痛吗？还有，你知道
几点容易犯心脏病，几点又容
易犯关节炎吗？

难道得病也像人的作息一
样，有生物钟吗？答案是肯定
的。许多疾病的发作还真是有
其时间规律，比方哮喘在一天
的其中两个小时里，其发作率
是其他时间的100倍。如果您或
您的家人有哮喘病史的话，您
知道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做好
有针对性的防备。因此说，这个
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小
编就为您推荐了一家权威媒体
登的一篇文章，让知名专家告
诉您疾病发作的时间表，并为
您解读这到底是为什么。

好了，不多说了，还是老规
矩，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
(q i luyizhoumo)查看详细内容
吧，点击逸周末微信页面右上
角头像，还可以查看历史消息
哦!

逸 周 末 粉 丝 Q Q 群
(384365359)——— 逸家人现在也
开通了,欢迎亲们回家。

疾病发作时间表

专家为您详解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李艳艳 王风伟

天天有人来敲门

独居老人不孤单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上
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多，独居老人
在整个老龄人口群体中所占比例
也越来越大。这类独居老人或未
婚，或丧偶，因而独自居住，个体
生活似乎与社会“隔绝”，但他们
真的与这个社会“无缘”吗？

89岁的辛大爷家住济南市历
下区泺源街道办事处永长街社
区，和老伴儿结婚多年，一直没有
子女。十多年前，老伴儿去世后，
辛大爷便开始独自一人靠低保生
活，成为了一名独居老人。与辛大
爷情况类似的老人，在约有6000
人居住的永长街社区中，有16位。

辛大爷虽然年过耄耋，但身体
还算硬朗，平时喜欢在社区居民楼
下散散步，自己做饭，有时也喝点小
酒，独居生活过得自在惬意。近三年
多来，每天辛大爷的家门都会被敲
开一次，敲门人上门询问他的身体
状况并照顾其生活起居。某种程度
上来说，辛大爷的惬意生活其实源
自这种形式的“天天敲门”。

“辛大爷说话很有趣，有时给
他打电话，他都会乐呵呵地回答

‘我还没死呢’。”历下区泺源街道
办事处永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尚

君说，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最期盼
的就是“敲门人”。

志愿者服务上门

老人世界不封闭

老人们口中的“敲门人”，就是
永长街社区成立于2012年10月的

“天天敲门”小组，至今已经坚持了
三年。据尚君介绍，该小组由社区
党员、志愿者、各居民楼组长和社
区工作人员组成，成员年龄从20岁
到50岁不等，他们每天都会去看望
一次社区里的独居老人，记录并向
社区汇报老人的相关情况。

“志愿者给老人们倒水、修电
路、换灯泡，也有政府出资雇用的
阳光大姐来给他们收拾房间。”尚
君说，有些老人还喜欢工作人员
给他们读报纸，“他们想了解外面
的世界，从国家大事到社区活动，
他们都想知道。”

“天天敲门”小组更像一种跟
踪式服务，小组成员必须确保每
天都能见到这些独居老人一面，
或者每天都与老人保持一次电话
联系，以便及时跟踪到老人的身
体状态和生活状况，尽快采取相
应解决措施。“不一定是必须进老
人家门，在路上碰见也行，只要确
保老人健康平安。”

“天天敲门”小组首先在永安
街社区开展，收效显著后，泺源街
道办事处其他四个社区都成立了

“天天敲门”小组。

本报6月10日A12版的《邻居撞开门，才知独居老人去
世》报道中，终身未婚、无儿无女的老张独自生活，去世时却
不为人知。在唏嘘同时，不仅引发人们思考，像老张这样的独
居老人还有多少？人们又该如何对这个特殊而脆弱的群体予
以关注？

专家：

社区化养老机制更应得到提倡

对天天敲门的做法，尚君介绍说，户政部门会对符合年龄标
准的老人进行数量统计，不少地方会专注于老人发放长寿补贴，
但均未涉及到独居老人的具体服务事宜。“户籍部门会和社区一
起做关于老人的统计工作，但也不会细化到独居老人，因此成立
这样的小组很有必要。”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也认同这一说法，他认为，解决
独居老人的问题，既要靠子女也要靠社会，而社区化的养老机制
更应得到提倡。从子女方面来讲，赡养老人是子女的天职，子女
平时没时间的话也要给老人多打电话，多与他们交流沟通，照顾
老人的精神世界。从社会方面来讲，社会上要形成社会化的养老
体系，建立专业化、常态化的养老机构。王忠武建议，应增加养老
投入，在社区内增加养老机构，形成社会化、社区化的机制。“在
每个社区内建立养老场所，给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让老人在白
天、夜间都能够得到照顾。”

天天敲门小组成员敲开一位独居老人的门。 (图片由永长
街社区居委会提供)

关注独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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