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社会的进步，也有不少老年人与时俱进，
思想紧跟时代潮流，老年生活过得多姿多彩。近
年来，我市不少民办养老机构兴起，万源市龙潭河
养老中心、大竹县上善老年公寓等民办公助养老
项目纷纷立项建设。磐石月湖颐养中心、渠县碧
瑶康养中心、通川区君慈养老公寓等都吸引了不
少老人的入住。一批集旅游休闲、健康养老为一
体的旅养结合项目在我市推广。而旅游养老、抱
团养老、候鸟式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也让如何养
老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一位在市郊某民办养老中心入住的老人告诉
记者，自己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拿来养老刚好够，这
里环境好、空气好，还有不少老人作伴散步、聊天，
日子过得很开心。子女有自己的事业、家庭，不让
他们两头操心，也算为儿女们减轻一点负担。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2017年，我市
已有公办养老服务机构160所，民办养老服务机
构31所，床位6000余张。建成农村幸福院508
个、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437个，各类养老床位
总数达到2万余张。但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虽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仍然存在总体水平较
低、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在未来，我市还将大
力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旅养结
合新模式。同时呼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提升服
务质量，强化养老宣传，努力解决养老发展不平衡
等问题。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
依。（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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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何处安放晚年?
达州多方发力解决老人养老“痛点”

在达城南门口附近，坐落着一栋修建于
上个世纪80年代的6层老楼。经过近40年
的风雨洗礼，裸露出青灰色的砖石，斑驳的
墙面见证着时代的更迭变迁。这栋楼中,目
前常年居住的住户90%都是70岁以上的老
人。偶有周末，能听到不大的两居室里传来
热闹的笑声，那是儿孙们回家带来的短暂欢
乐时光。

随着汹涌而来的老龄化态势以及引发
的空巢问题、子女负担等问题，传统家庭养
老功能日渐式微，社会化养老渐成大势所
趋。纵观达城，我市社会养老现状如何？老
人们在何处安度晚年，又有哪些养老方式可
供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能力如何？存在哪
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走访调查。

今年78岁的陈材蒲老人已经入住西外的达
州市社会福利院5年了。“这里价格便宜，各方
面服务、设施也不错，再加上是个大集体，好多
人都想进来。”17日上午，上完早间音乐班的陈
材蒲老人回自己房间，又看了会儿书，临近11
点，她才慢悠悠地下楼，到健身器材场地蹬蹬
腿，然后准备去食堂吃午餐。午休之后，下午4
点开始的健身操是很多老人的最爱。

陈材蒲老人说，社会福利院的生活十分有规
律，老人们休闲、玩耍的设施也很多。“唱歌、
跳舞、玩乐器、练书法、打牌……养老生活过得
有滋有味。”陈材蒲老人告诉记者，自己是退休
教师，丈夫去世得早，已经独居几十年了。以前
住在中心广场附近，但夜间吵闹实在影响睡眠，
才主动向四个子女提出入住养老院。“我是自愿
来的，我的子女们都很孝顺，他们最初坚决不同
意让我进养老院，最后是在我软磨硬泡下才同意
送我过来的。”老人说，以前她在几个子女家轮
番住，但因为子女工作都忙，很难抽出时间陪
伴，更多时候是她一个人出去买买菜、转转路，
难免感到孤独。“现在这里老人住在一起，平时
玩也有个伴儿，唯一有点恼火的是两个人住一间
房，如果室友性格比较霸道就比较难相处了。除
此之外，其他都很不错。”

据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是公办养
老机构，主要接收6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三无
老人。因为价格便宜，各方面配套设施、管理、
服务比较健全，福利院里86个普通床位全部住
满，登记排号等待入住的已达上百人。该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对不少老人来说，传统思维已根深
蒂固，他们所能想到养老的方法只有依靠子女、
请保姆和入住养老院。权衡再三，孩子们忙，请
保姆太贵，进养老院似乎是最好的办法。“当然
也有很多因为子女工作忙无法照顾，或者与子女
性格不合送进来的老人，我们这边也会收一些失
能老人，他们都住在特护部，与正常老人分开
住。”

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更多的失能和半失
能老人而言，家人和保姆都无力照料，医院又不
能长期疗养，进养老院成为选择。“但要离开熟
悉的家，重新适应陌生新环境需要一段时间。而
且在一些人眼中，进养老院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子女可能会背负不孝的指责。”工作人员说道。

入住养老院：
需要改变观念

□本报记者 张海涵

社区养老：
机构配套设施待完善

40年，跨越时代，南门口附近的这栋房子成了老
房子，人也跟着成了老人，如今居住于此的老人们给
这栋青砖房取了个诗意的名字——“颐养天年楼”。

王大爷在这栋老房子里住了几十年，从刚住
进来时的风华正茂，到后来带孩子、带孙子，再到
如今，白了头发、佝偻了背，和老伴儿一起养养花
草，种种菜，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只是听说
熟识的老朋友去世时，难免伤感。

“现在我们这栋楼里剩下的全是老人了，儿孙要
么工作忙，要么在外地上学，很少有时间回来看看，
我们也可以理解。”王大爷说，老人们念旧，都希望在
熟悉的环境里安度余生。“子女也提出过接我们一起
住，而且也有不少条件不错的养老机构，但年纪大
了，身子骨也经不起来来回回地折腾，这地儿我们都
住了几十年了，左右邻里大家熟悉，出去转转路、买
买菜彼此作伴，就在自己家养老也挺好的。”

与何大爷有着同样想法的老人不在少数，多数
老年人选择在家养老或者在就近的社区养老。市
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
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的一种养老方式。白
天，子女可以送老人进去享受服务。照料中心内，
有相关的养老设施，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护理服
务、就餐服务等。晚上，老人可以回到家中休息。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建成城乡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437个，但部分设施及人员配备还需进一步
完善。据通川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主要开展的工作是为辖区内的年满60周岁以
上的老人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在采访中记者发
现，主城区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更多的是为老人
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具体活动由老人们自
行组织，且由于条件限制，尚未配备照料人员和医
护人员。还有市民反映，部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几乎没有开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