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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享晚年，共同心愿3
夕阳无限好， 人间重晚情。 让每一

位老人都能生活得安心、 静心、 舒心，
健康长寿， 安享晚年， 是普天之下为人
子女们的美好心愿， 也是社会的共同责
任和政府的努力目标。

今年年底， 在市区某单位工作的寇
玉华将正式退休， 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
老年人。 虽然子女都在外地工作， 但
是， 对于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 她一点
儿都不担心： “如今， 魏都区的养老机
构建设得这么好， 环境优雅， 功能齐
全， 照料护理、 医疗康复、 精神慰藉等
方面服务一应俱全。 我的心愿是在养老
院生活， 相信住在那儿一定会幸福的。”

然而， 家住西关街道办事处建安社
区的张秀杰与寇玉华的想法迥然不同，
由于自己的老伴儿去世早， 她希望自己
能够与儿子一家共同生活， 一方面， 既
照顾了家人的饮食起居， 又能够享受血
脉亲情和天伦之乐。 “金窝银窝， 不如

自己的草窝。 养老机构再豪华漂亮， 服
务再周到热心， 毕竟不是自己的家， 我
还是希望和亲人住在一起， 含饴弄孙，
安享晚年。” 张秀杰说。

由于自己平常工作繁忙， 无法照顾
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征得家人的同意
后， 刘辉把她送到了文峰街道办事处河
西社区托老站。 每到周末， 刘辉和妻子
就会带上大包小包， 急忙赶到托老站探
望老母亲， 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 用刘辉的话说， “无论是居
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 终极目的是让老
人晚年生活幸福， 这也是所有为人子女
的最大心愿”。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如果你在养老
方面有哪些困惑的问题， 或是金点子、
小心愿等， 欢迎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3361234或关注今日魏都微信公众号留
言， 积极参与养老话题讨论。

《孟子·梁惠王》 载有这样一段话
语： 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 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 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
孝悌之义，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数
千年来， 养儿防老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养
老之法， 时至今日， 家庭养老的观念仍
然根深蒂固， 影响甚远。

然而，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 独生子
女家庭增多、 人口流动频率较大等方面
原因， 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 养儿防老
受到了严重冲击和挑战， 一对夫妇不得
不承担赡养 4位老人的重任。

同时， 由于历史等诸多因素制约，
长期以来， 魏都区养老工作相对滞后，
专业化长期照料和护理机构不足， 公办
敬老院和依法登记养老机构床位总数仅

为 850张， 标准不高， 投入不足， 服务
水平低下， 为老服务设施、 服务网络建
设等不能适应群众养老实际需求， 也给
传统养老带来了不小压力。

家住解放路的李根生夫妇均已年逾
七旬， 两人体弱多病， 生活困难。 屋漏
偏逢连夜雨， 前几年， 正值中年的唯一
儿子不幸病故， 老两口的养老成为一大
难题。 “人老了， 腿脚不灵便， 端茶倒
水也难啊。 都说养儿防老， 如今， 又有
谁还能给俺们养老送终呢？” 李根生慢
慢地说道。

百善孝为先。 如今， 在 “银发浪
潮” 的裹挟之下， 传统养老方式已呈衰
退之势， 与此同时， 社区养老、 社会养
老等养老方式正在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
受。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炉火旁打盹， 回
忆青春……” 听着伤感的歌曲， 追忆
往昔， 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养老———
这个略微沉重的时代话题？

当前， 中国老龄人口增长迅速，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老龄化社
会成了我国新的基本国情， 引起社会
各界的持续关注， 牵动着每个家庭的
神经。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 我
国老龄人口数量已经突破 2 亿大关，
占总人口的 15%。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
到本世纪中叶， 我国老龄人口将会达
到 4.8亿， “银发浪潮” 扑面而来。

据了解， 日前， 全市 60岁以上老
年人 75.97万， 占总人口的 15.6%， 魏

都区 60岁以上老人约为 7.5万人， 占
总人口的 15%， 按照发展中国家 60岁
以上老龄人口超过 10%即为老龄化社
会的标准， 我区已经跨过老龄化社会
门槛。 预计到 2020年， 我区老年人口
将增至 8.5 万， 老龄化率高达 17%，
呈现出规模大、 增长速度快、 高龄化
趋势明显等突出特点。

当前， 我区人口老龄化列车已经
快速开启， 老人空巢化比例不断提高，
银发魏都正在款款向我们走来， 我区
人口老龄化列车已经快速开启， 老人
空巢化比例不断提高， “421 家庭”
逐渐增多， 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一对
夫妇需赡养 4位以上老人的局面， 养
老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银发时代，款款走来1

传统养老，挑战不小2

□记者 冯子建 通讯员 徐晓星

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的朴素愿望和不懈追求。
《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废疾者，皆有所养。古往今来，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赓

续千年的传统美德，老有所养也是大同社会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社区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面对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主动作为，进行了有益
探索和尝试，魏都区始终把养老事业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探索实践了“399”养老服务模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即日起，本报特推出魏都养
老系列报道，今天推出第一期，敬请关注。

幸福养老：一座古老城市的新期盼
□魏都养老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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