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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化步伐
不断加快，养老问题越来越
受重视，如何为有需要的老
人挑选适宜的养老院呢？
建议一定要亲自去看看，多
次考察，选对养老院。

第一看：看地理位置、
居住条件等硬件设施，问清
费用。地理位置上，最好选
社区附近或近郊的养老院，
一是子女探视方便，二是周
围配套设施较完善。还要
配备无障碍设施。此外，第
一次考察养老院时就要问
清费用，一般养老院的基本
费用包括：床位费、护理费、
伙食费，有些养老院会收医
疗费、取暖费、洗衣费、娱乐
费、尿片费等，还可能需要
押金。

第二看：看护理水平、
服务态度等软件情况。医
疗服务上，要看养老院是否
配备医务室和专职医生，是
否能够在院内或就近及时
诊疗老人常见病、多发病。
护理服务上，要看护理人员
有无专业经验，是否具有从
业资格。心理服务上，要看
养老院是否有兴趣活动小
组。膳食服务上，要看养老
院是否有合理的营养食谱，
并考虑是否适合老人的饮
食习惯。

第三看：看老人住得好
不好，多了解他们的感受。
将父母送进养老院安度晚
年，但半个月之内一定要去
看看他们的状态，最后决定
在这里住是否合适。

（据京华时报）

部分养老院一床难求

养老服务待升级
近日全国老龄办指出，今后20年我国将年均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到本世纪中叶

老年人口预计达4.8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至35%，中国社会即将进入“银发时代”。
靠谁养老？子女、保姆、养老院，哪一个是生命中最后的依托？

家住北京南城的史大爷今年
85岁，和小儿子住一起几十年了，

“孩子工作忙，得体谅他们，尽量
不添麻烦。”平日，史大爷还帮儿
子儿媳跑跑腿，买个菜，充个话
费。节假日，史大爷还会召集别的
子女小聚一下。

在北京，像史大爷这样身体
健康、腿脚利索精神好的老人并

不多。很多老人上了岁数或身体
不好，或脑子已不太好使，或子女
的生活条件不太好，养老便成为
大问题。一直从事家政行业的保
姆陈阿姨告诉记者，她照顾一位
大爷已经 5年了，“现在房子那么
贵，成家的子女多数挤在巴掌大
的空间里，把老人接过去让他们
住哪儿？”好在陈阿姨照顾的老人

有退休金，老人和孩子们一同出
钱在外租住了套房子。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家
政业的劳动力资源逐年递减，而
需求量年增 20%。绝大多数家政
服务组织缺岗率达 10%-30%，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在许多城
市普遍存在。保姆难请，费用年年
涨的问题不断出现。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曾对媒体表示，在老年人中，空巢
老人和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养老
风险巨大。“许多城市出现了老人
死在家中却无人发现的情况，这
说明以家属照顾为依托的居家养
老功能是残缺和不完整的，已经
难以应对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的挑
战。”

养老院难进，是很多北京市
民的共识。近日，记者分别咨询了
多家养老院。记者以家属的身份
致电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甲 2号
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
市民政局官网的介绍显示，这里
由北京市政府投资兴办，主要接
收国家优抚老人，需要照料的离、
退休老人，归国华侨老人和老年
病患者。该院现有床位510张。“您
好，请问你们还有床位吗？”电话
那头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排队
的人实在太多，目前已经停止了
排队登记工作。至于什么时候重
启登记工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还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第一
社会福利院，记者还致电了北京
市第五社会福利院，这是北京市
政府于1999年投资兴办的一所高
档次的市级老年福利事业单位，
毗邻北京市老年病医院。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这里只接受 60岁以
上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每月每
人收费 3600 元，每月 500 元左右
的餐费另计。这里一共有230张床
位，目前已经满员，可以接受排
队。“但是排的队很长，说不好到
底要等几年。”

记者调查发现，相对来说，地
理位置较远或者由街道和区县举
办的养老院目前仍有空余床位。
例如花乡社会福利中心，这是一
家由乡政府投资兴建的园林式敬
老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有
60张左右床位，目前还有空余，生
活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 2500
元，另外还要加收 1000元医疗押
金，500元生活用品费用，500元公
共维修费；冬季和夏季的供暖、空
调费。如果是外地户口的老人，需
要有居住在北京的监护人能随时
方便联系。

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位于

海淀区清河镇，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自理的老人如果可以和人合
住的话，一般一人一月的收费是
3000多元，如果无法接受合住，则
需要把一间房里的两张床都包下
来，价格就要翻倍。目前，还有少
量的几张床位有空余，如果需要，
尽快联系。

市民张先生最近为老人考察
了多家养老院。他说，多数公立养
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地址多
在市区，价格相对便宜，但是“一
床难求”；有些较远的小型公立养
老院，虽然有空床，但“那里的设
施条件差一些，把老人送进去我
不放心”。这样的窘境更让张先生
一筹莫展

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主任医
师、中国康复心身医学会委员胡
佩珍表示，养老院的管理模式，不
仅要提供医疗服务，还要重视老
人情绪问题。她建议，把年龄段相

近的老人安排在一起，这样有共
同话题，体能也差不多。更为重要
的是让老人多动手、动脑，提高他
们的参与度，从而排除寂寞感。老
人在享受健康管理服务的同时，
可以延续职业生涯，做老师的可
以继续宣讲授课，做律师的可以
继续提供法律咨询，让他们老有
所用。这样更有利于身心健康。

胡佩珍还建议，养老院服务
可以引入积分制模式，让志愿者
或义工多参与进来，年轻的时候
来养老院等机构参与慈善活动，
到他们老的时候可以反馈到自己
身上来，享受更多的健康服务。

此外，护理人员短缺，也是当
前养老机构面临的较为头疼的问
题。现在护工难招，护工要24小时
监护老人，喂饭，喂药，翻身，给老
人洗澡洗衣服，换被罩换床单，一
个人照顾一群人，这样的活多数
人都不愿意干。

急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让不
少人看中了“养老”这块市场上巨
大的“蛋糕”。从上世纪90年代开
始，我国民营养老机构开始逐步
发展，然而20多年过去了，它们不
仅难以和公立养老院平分天下，
经营困难、空床率高、对老人护理
不周等负面新闻更是降低了老人
对其的信任度。此外，新兴的老
龄房地产“炙手可热”，不少企业
开始掘金“银发经济”。

松龄爱老家园社区托老所位
于丰台区，起初是租的民房，只有
5个床位，曾数次搬家。租房对本

就微利经营的托老所来说，实在
是一个巨大的开销。松龄爱老家
园内设食堂、活动室、洗澡间等，
里面是阳光房式的庭院，老人们
能在庭院中喝水、吃饭、看报、散
步。

在松龄爱老家园社区托老所
创始人翟长宝心目中最理想的中
国式养老方式是：在老人身体健
康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时，想怎么
玩就怎么玩，尽情享受人生。同
时，汲取人生的经验教训，做一些
有益于社会、子孙、自己健康的
事。“在身体状况需要帮助时，可

以由专业养老服务机构，随时提
供帮助、救急、巡护。当老人失能
时，尽量入住专业养老机构，颐养
天年。”总之，中国式养老的方式
取决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经济
水平两个关键因素。

翟长宝总结了目前民营资本
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困窘之态：
负重爬坡、想干没地。

现在养老服务成本不断增
加，而由于老人收入是固定的，收
费不可能增加太多，企业利润比
较低。民营社区养老机构租房
难。现在北京找一个两三居室的

房间不难，但是要找到200平方米
以上、价格地点都合适的地方非
常难。翟长宝呼吁，有关部门能
够给予政策支持，降低投入成本，
主要是土地、房租、税收等，减轻
企业压力。“羊毛出在羊身上，民
企的趋利性是永恒的。让民企承
担更多的压力，就使得民企要卡
老人的退休费。”翟长宝说，当然，
民企自身也要规范管理，加强监
管，不能恶性竞争，更要防止一些
打着养老名义，实则卖假冒伪劣
保健品的企业，营造全社会敬老
爱老的氛围。

□调查篇

家庭养老期待社会助力

机构养老部分养老院难进

民营机构负重爬坡求生存

□服务篇

挑选养老院
需多看多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