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壹读·关注 2016年10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李阳 美编：晓莉 组版：刘淼

■重阳节·陪陪我

老老人人欲欲起起诉诉要要儿儿子子““常常回回家家看看看看””
有的老人因子女出国，五年没见上孩子一面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年老的父母和子女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重阳节又至，齐鲁晚报记者采访了
多位老人，他们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孤独，他们更需要子女实实在在的陪伴，或是一分发自内心的牵挂
和一个嘘寒问暖的电话。

本报记者 宋立山 范佳 陈玮

老人刚让出房子
儿子就不再登门

2013年7月1日，“常回家看
看”正式写入法律。有的老人想要
借助法律，让孩子回家。

王新亮律师今年曾接到济南
一位八旬老人的求助，要起诉自
己的二儿子。老人之前觉得二儿
子挺孝顺，便决定把房子过户给
二儿子，不料刚办完手续，二儿子
就要赶他走，由于老人拒绝搬走，
二儿子一家便不再上门看望。

其实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
要这房子没啥用，但是实在咽不
下这口气，决定起诉要求二儿子
常回家看看，同时要求返还房屋。
后来经过调解，才没有闹到法庭。

王新亮说，在实践中起诉子
女要求常回家看看的老人并不
多。“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倡导意
义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王
新亮说，这仅仅是一个倡导性的规
定，缺乏配套的处罚措施，执行起
来非常困难。

王新亮说，在实践中，如果法
院判决子女每个月回家看望老人
一次，子女仍然拒不执行，法院也
不可能押着子女看望老人，只能
罚款拘留。而一旦看到子女要被

拘留，老人一般又会心软，央求法
院不要拘留他的孩子。

担心房产被争
子女阻挠老人再婚

去年，济南一位70多岁的老
大爷邱某的老伴早逝，后来找到
了新老伴，不料遭到女儿女婿的
坚决反对。他们担心父亲的新老
伴会跟他们争夺财产，于是横加
阻挠。

王新亮说，邱大爷一去找老
伴，在银行工作的女儿就打电话报
警，说他去嫖娼。后来他实在没办
法了，便想把房子卖了，跟老伴找
个地方养老，结果女儿女婿在他的
房门和地下室门上喷字，“此房已
抵押”，导致没有人敢买他的房子。

王新亮说，他接触到的此类
案例不在少数，老人担心累及子
女名声，多选择忍气吞声。

王新亮认为，维护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可由公职人员率先垂
范，建立敬老诚信档案体系，不孝
敬老人的公职人员，限制其职务
晋升，严重者甚至可以开除公职。

社会组织能帮忙
但代替不了亲情

据了解，我省空巢老人数量已
接近五成，以每年35万人的速度激

增。目前，面对空巢老人数量日益
激增的现状，有些社区引入社会组
织，专门为空巢老年人服务。

在甸柳二区长者日间照料中
心，济南市基爱社工中心的朱瑞
霞就经常入户跟老人聊天。

88岁的老人刘素芬住在济南
甸柳小区，老伴去世十几年了，大
多数时间她都是在家睡觉、打扫
卫生消磨时间。

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在章丘
工作，一年来家里的次数都能数
得过来。“老人节过得没啥劲，好
不容易盼到一个周末，他们还都
上班了，这爹节娘节的，都没过
过。”刘素芬拍着腿说。

刘素芬腿脚不好，并不愿意
出去活动。两个月来，刘素芬只出
过3次门。但是在聊天的时候，社
工刚一站起来，刘素芬就拉住社
工说“再坐一会儿，别急着走”；等
到要离开时，刘素芬不断重复着

“再来啊”。
记者从一家养老机构了解

到，有的儿女出国后，五年都没有
来看过老人一次。

济南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
张洪涛常为老年人做公益心理咨
询，他表示很多老人并不缺钱，他
们缺的是精神的照料和安慰。“尽
管很忙，子女还是应该抽空去看
看老人，再多的物质和关爱，也替
代不了亲情和陪伴。”

本报记者 陈玮

51岁的刘树兴住在济南甸柳
二区，父母都是失能老人，哥哥智
力有残疾。为了照顾好老人，刘树
兴辞去工作，干了四年的全职“保
姆”，不敢轻易离开父母半步。

每天6点，刘树兴就要起床做
饭。“老爷子偏瘫，只能吃水饺、馒
头等，一不注意还会吸到鼻子里，
老太太尽量吃面条等好消化的食
物。”

等喂老人吃完饭和药，就到9
点多了，匆匆洗漱打扫完卫生，就
到了中午饭点。下午还要洗母亲换
下来的褯子，擦洗排泄物。一天下
来，刘树兴根本闲不住。

到了晚上，刘树兴也没法睡

踏实。“老太太不能自理，想排便
了就叫，一晚上得起来三四趟，睡
觉时间加起来也就3个小时。”

但是刘树兴已经习惯了这么
少的睡眠时间，从父亲偏瘫开始，
刘树兴已经照顾老人整整四年。

2012年，刘树兴的父母先后倒
下，刘树兴还要上班，没有时间照
顾，又负担不起请保姆和住养老院
的钱。为了照顾父母，刘树兴干脆
辞掉电缆厂的质检工作，专职在
家照顾，每个月靠着父母4000块的
退休金生活，光老人的医药费，就
要花掉2000块。“纸尿裤只在我要
出门的时候才给老人用，平时用
褯子垫着，要不然一片要两块钱，
我承担不起。”

他跟妻子分居已经多年，平

时只是打打电话，有的时候妻子
态度不好，刘树兴并不怪她。“我
知道她心里烦。”但老人离不开
人，刘树兴就中断了和外界的联
系，掐断了网线、搬走了最爱玩的
电脑。“从大年三十到现在，我一
天也没有离开家。”

就连买菜的20分钟，刘树兴也
要抓紧一切时间往回赶，从不敢和
别人聊天。“有一次，老太爷吃了一
个饺子，翻着白眼喘粗气，我赶紧
给他拍背捋胸口，这还是我在身边
的情况，要是我不在可怎么办？”

刘树兴辞职后从来没后悔过。
“除了爸妈，别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了，我就专心把照顾爸妈这件事做
好就行。”刘树兴说，别的事有的是
机会做，但爸妈只有一个。

辞辞职职照照顾顾失失能能父父母母，，每每天天只只睡睡三三小小时时

节节后后““收收心心””
生生产产莫莫忘忘安安全全

本报记者 张玉岩

主办：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长假过后，精神难以进入状态，给安全生产埋下
了隐患，如何让员工快速收心，进入工作状态呢？

1、典范收心法
假期期间，有很多职工因工作而不能完整地

休假和休息。企业可以利用班前会和安全例会，
以这些普通职工为榜样，教育职工尽快把心收回
来，理清思路，轻装上阵，恪尽职守。

2、责任收心法
用责任收心，教育职工认真负责抓好每一项

工作落实，更要把握过程、规范管理、执行到位。
3、案例收心法
节假日前后由于人们思节度假人心涣散、精

力不集中，往往是造成各种事故的根源，要利用
本企业和外单位类似的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教
育，提醒职工做好安全工作，重视生产安全。

无防范措施，找回的不到一半

调查发现，走失老人中，男性占42%，女性占
58%。从年龄上看，走失老人的平均年龄为75 . 89岁，
65岁以上老人占81%（66-79岁占44%，80岁以上占
37%），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占37%，走失老人
趋向高龄化。

据悉，今年2月至9月6日，山东共发布81条老人
的寻人信息，其中，35人已找到，5人死亡，41人尚未
找到，找到的不足一半。

就山东走失老人来讲，除去救助站救助的滞留
老人，共发布山东紧急走失老人50人：其中，60-69岁
19人，70-79岁15人，80-89岁13人，90-99岁3人。其中，
男性29人，女性21人。

在成功回访到有无走失经历的47名山东老人
中，36人之前没有走失过，11人有过走失经历，其中，
7人走失1次，4人走失两次及以上。在这47人中，43人
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占了绝大多数。采取了防范措施
的4人中，1人有专人看护，1人配备了GPS追踪设备，
2人携带了写有家庭联系方式和地址的卡片或证件。

迷路是走失的最大原因

报告指出，在发达国家，老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
智造成。而在我国，除了失智这个原因，由于疏于照
顾和老人贫困，使得老人走失风险加大。

在老人走失的原因方面，最多的是迷路走失
（35%），其次是患有精神疾病而走失（18%），因失智
而走失（17%）排在第三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接受过救助的走失老人中，有25%的老人再次走失，
其中走失5次以上的老人占6%。

就山东而言，在此次调查成功回访到走失原因
的43人中，因疾病走失的有38人，其中19人患阿尔茨
海默，占比44%。另外，仅有37%的走失老人配偶在身
边，63%的老人配偶不在身边，一定程度上缺乏家人
的照料。全国走失老人的重灾区是大量人口流出的
地区，其背后的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凸显。

以我省为例，在成功回访到居住情况的46名山
东老人中，5人独居，34人和家人生活在一起，6人和
老伴生活在一起，1人在养老院生活。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走失老人是第一次从农村
或中小城市来到大城市，由于不识字、不认路从而走
失，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也是老人走失的一大重要原
因。在调查对象中，不识字的老人占59%，大专学历
和大学本科学历分别仅占1%。

本报记者 陈朋

全全国国每每年年5500万万老老人人走走失失
缺少陪伴，农村留守老人易走失

10日，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和今日头条联合发
布《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全国
走失老人一年在50万上下，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为
1370人。其中，山东泰安和青岛在2015年的老人走失
报警数分别为650和500。

父亲偏瘫，刘树兴给老人边剃胡须边擦流下来的口水。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