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壹读·养老 2016年8月20日 星期六

编辑：李师胜 美编：罗强 组版：徐凌

安安上上养养老老救救助助系系统统，，两两天天就就拆拆了了
居家养老平台推广难，老人安的少用的更少

本报记者 万兵 陈玮

独居老人买足菜
一星期都不出门

在济南高新区盛福花园，
71岁的王玉英在家里反复擦
着地，有一点脏东西也要立马
擦干净，她觉得，这样可以打
发时间。

王玉英不爱出门，她说“嫌
乱”，平时买上一个星期的菜，
一周都不出门。

她有一个儿子，住在20公
里外的市区，平常一周来一
次，最近这几天小区附近修
路，儿子来得就更少了，甚至
一个月也见不到几回。“平时
也没人找我，我自己一个人在
家里挺好。”

与她住得不远的蒋华自己
生活有些困难，因为骨质疏松，
只能靠着拐杖走路，平时也不
怎么出门。蒋华有一个女儿，每
天过来送菜送饭，不过，坐上十
分钟就离开。儿子离她就前后
楼的距离，一个星期也来不了
一次。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坐在
沙发上看电视，虽然有时也不
知道看的什么。“要不我还能干
什么呢？”

她们并不是个例。齐鲁晚
报记者从省老龄办获悉，截至
2015年底，我省60岁及以上老
年 人 1 8 9 0 万 ，占 总 人 口 的
19 . 23%；80岁以上者230万，占
总人口的12 . 21%。带病养老的
老年人占78%，同时空巢老人
达到半数以上。这意味着我省
约有900多万老人空巢。

济南建达社工总干事刘娜
说，“尤其是高危老人空巢，隐
患非常大。”

救助平台活跃用户
只占注册用户两成

据了解，目前山东养老实
行“9073”体系，即90%靠居家
养老，7%靠社区养老，只有3%
靠机构养老。对于空巢老人来
说，居家养老的条件格外重要。

不少社区或机构已经做出
探索，包括和老人生命安全息
息相关的紧急救助服务。

王春红是济南绿景嘉园小
区一位居民，腿脚不便，只能靠
拐杖行走。在社区的争取下，她
在今年6月领到了一部手机，一
键就可以拨打120，也可找维
修、家政、送餐服务。她每天出
去散步时，都把手机攥在手里，
生怕出现意外。

王春红并不是第一个享受
这种服务的人，早在多年前这
种服务平台就在全省各地出
现，从实际的推广情况来看，并
不理想。

齐鲁晚报记者随机调查了
五个小区，大多数老人听说过
能提供紧急救助的服务平台，
却都没有使用过。省内一家居
家养老服务平台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实际使用情况看，
活跃用户只占到注册用户的两
成左右。

“有的老人用了没两天就
拆了。”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
老人说仪器灯一直闪，不习惯，
自己动手拆掉了。

老人的习惯也是平台推广
遭遇的瓶颈。王春红拿出一张
平台服务须知，上面写着如何
使用，但用不习惯手机的她在
专人指导下，半个小时才学会
了拨打。“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
困难。”她坦言。

免费时老人安装
交费时卸载

住在玉函小区北区的穆老

师今年79岁，平时有心脏病，家
人担心一个人在家有危险，想
安装一个呼叫系统，但是一问
价格将近300块钱，穆老师怎么
也不同意。

“之前免费一年，第二年交
平台费，很多老人都卸下来
了。”在市中区某社区，一共有
五位老人自愿安装了平台系
统，第二年都拆了下来。

王春红咨询送餐服务，对方
表示会根据老人的需求与商家
联系，价格在20元左右，但王春
红只能接受10块钱。“还是自己
做的饭放心，比如韭菜，我都是
泡一泡，饭店里能做到吗？”

有的老人则对养老服务平
台带来的话费有些顾忌。根据
一家养老服务平台的服务须
知，用于呼叫的手机上存有120
元话费，分15个月用完，用完后
老人继续充值就可以使用，每
月50分钟免费。有老人表示，拿
到手机以后，并没有用到服务，
而是用来给家人打电话。

“老人的消费观念，使得
他们不愿意去购买服务。”省
民政厅相关人士说，这也成为
不少居家养老服务机构遇到
的难题。

居家养老服务不赚钱
得靠旅游卖老年产品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养
老市场仍然有一定潜力，但老人
的消费需求尚未刺激充分。

山东省老年产业协会会长
白玉光说，无法刺激老人的消
费，导致很多从事居家养老的
机构经营不善，甚至关门。“不
少养老服务中心以会员的方式
开展前端后端服务，比如前端
的送餐、医疗等服务，后端旅
游、销售老年产品等，很多是依
靠后端赚钱。”

山东和孚养老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居家养老服务并
不赚钱，基本是纯公益性质，要
依靠旅游等内容赚钱。

“我们提供送餐、维修、陪
同看病、医疗等服务。”市中区
一家社区养老中心的工作人员
说，目前社区有上千名老人，选
择送餐的只有十几名老人，而
这是服务最多的项目。

在很多老人看来，一些服
务完全可以跳过平台自己解
决。有一次，王春红想要修理家
里的暖气，呼叫了平台，对方10
分钟就回信了。但她觉得，自己
给维修公司打电话也可以，还
能讲价。

省民政厅相关人士说，目
前我省有89个养老服务公众信
息平台，有的做得还可以，有些
就难以盈利。在省老年产业协
会会长白玉光看来，不盈利的
要占大多数。

“只做平台很难有盈利
点，只能通过政府购买来维持
运营。”上述民政厅相关人士
表示，只是依靠平台对接相应
的公司不好盈利，“比如，老人
通过平台找到了家政公司，下
一次就能直接跟家政公司联
系了。”

白玉光认为，养老服务公
众信息平台还没有建立起体
系，比如可以依靠自身的服务
项目来对接老人，而不是单纯
做一个平台。

省民政厅相关人士表示，
目前威海、泰安、淄博有几家平
台做得不错，有平台以自己的
家政公司为基础进行运营，效
果很好。

奖补有政策依据
方案已经在研究

“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贴，
让老人参与到这个市场中。”一

名业内人士表示，比如目前威
海等地在老人享受养老平台服
务的基础上，每月给予补贴，运
营效果就很好。

我省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着。《山东省养老服务业转型升
级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全省统
一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现

“一个平台、服务全省”，对服务
效果好、入网老年人比例高的
平台运营机构给予一定经费奖
补，具体政策由省民政厅、财政
厅另行研究制定。

相关人士介绍，“具体的奖
补方案已经在研究中。”

同时，省民政厅年底将出
台养老服务公众信息平台，免
费给养老机构使用，整合资
源。同时宣传养老机构，为老
人服务。

省 民 政 厅 相 关 人 士 表
示，关注空巢老人，不仅要依
靠政府，还要依靠社区的力
量。“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以
托底为主。”目前通过政府购
买专门服务，社工走进小区服
务空巢老人，比如刘娜和同事
就负责服务盛福花园的空巢
高危老人，定期走访，老人遇
到问题随时关怀，碰到恶劣
天气还会挨个打电话提醒。
王玉英有一天发烧，儿子给
社工打电话，社工就带她去
打针。

省老龄办相关人士表示，
应该建立“大社区”概念，拉近
邻里之间的关系，形成社区关
照的氛围，预防极端事件的发
生。比如在济炼社区，邻里之间
共同照顾独居老人，每天都敲
门确保老人安全。

社区养老还存在其他难
点，比如上门医疗、上门护理
等，老人需求高但很难实现。

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高
利平说，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普
遍存在着医疗设施落后、医疗
人才短缺、医疗技术水平较
低、百姓不信任、医保结算限
制等问题，无法实现老人在家
门口看病。

济南市基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副总干事李国青表示，不
少小门诊有意向为老人上门服
务，但由于资金、人力的限制未
能真正付诸实施。

空巢老人王玉英在家没事就打扫卫生打发时间。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近日，济南一位八旬的
独居老太太在家中死亡，但
数日后才因楼道中弥漫的
刺鼻臭味被物业人员发现。
空巢老人、独居老人这个揪
心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
关注。

此类悲剧在各地屡屡
上演的同时，推行多年的居
家养老模式却一直效果欠
佳。部分可以提供紧急救助
和生活服务的平台在运行
中遭遇推广难、收益难等一
系列瓶颈。

王春红正在学习如何用居家养老平台联系服务。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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