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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老人 关爱未来的自己

如果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那么老人就是你自己的未来。近
期，伴随电视剧《中国式关系》的
热播，“养老” 话题再度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
会， 未富先老、 未备先老特点突
出。”市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2015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
记对加强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
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亿万百姓
福祉。

我市是人口大市， 老年人口
众多。 我市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
示

,

全市总人口约
700

万，

60

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

107

万，占比
15.7%

。

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持平，且呈现发展速度快、空
巢化、 失能化、 高龄化显著等特
点。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已经成
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

为了了解老年人的养老现
状，记者走进了信阳老人的生活。

每天早上
5

点多起床做一套
回春医疗保健操， 再来一套简化
太极拳，然后吃早餐；上午常常是
背唐诗宋词，学说快板

,

午餐后休
息一个小时； 下午和院里姐妹们

聊聊天
,

每周还要参加院里老年
歌唱团表演，学新歌，排节目。胡
奶奶的生活被安排得满满的。“昨
天重阳节，领导来看我们，小朋友
给我送礼物， 艺术团为我们表演
节目，中午我们一起吃饭，还喝了
红酒，别提多热闹了。”提起重阳
节，胡奶奶笑开了花，忙向记者展
示小朋友送她的小饼干。 在敬老
院的公寓里， 记者还见到了拄着
拐杖艰难行走的郭大爷。 记者上
前打招呼， 郭大爷有点儿迷糊。

“像郭大爷这样生活不能完全自
理的老人，不在餐厅吃饭，由我们
把三餐送到屋里。”敬老院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像胡奶奶和郭大爷这样住在
五星光荣敬老院的还有

196

位老
人。“他们来自城乡和不同县区，

老人的年龄集中在
80

岁左右，小
的
50

岁， 最大的
98

岁。 除了五保
户，都有子女，大部分子女家庭条
件都还不错。 他们有的是因为年
龄大了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有
的是因为孩子不在身边或工作忙
生活无人照料， 有的是因为在家
独居实在寂寞， 还有的是因为身
体不好、 年纪不大就住到了敬老
院，由护理人员照顾。”敬老院院
长陈玉章告诉记者。

走访中， 记者了解到， 在信
阳，尤其是在农村，还存在一种比

较普遍的观念： 认为把父母送养
老院，是孩子不孝

,

很丢人。“有些
子女不想养老或者不能养老，又
觉得父母进养老院丢人， 就用凑
合、将就的方式让老人单独在家，

但独居老人身心安全容易出问
题。人们思想上有误区，其实

,

有
儿有女进敬老院并不丢人， 恰恰
是对老人负责的体现。”陈玉章说
道。

“老人们年龄大了， 容易固
执， 觉得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权力
指导我的生活， 还易产生被子女
嫌弃，被社会抛弃的心理。相比大
城市， 我们的养老机构老年心理
辅导专业化程度较低， 目前正在
努力通过聊天谈心、 文娱活动和
才艺表演等， 增加老年人的生活
乐趣，激发他们的生活热情。大多
数老人常年患疾是因为心有症
结，长期忧虑所致。来自家庭的关
爱和温暖更能有效帮助老人克服
心病，获得幸福感。”问及老年人
的心理护理， 从事近

20

年养老工
作的沈大树说。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养老服务业发展， 强化政策引
领，加大扶持力度，我市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初步
形成。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市依然存在养老服务业发展缓慢

与社会养老实际需求之间的矛
盾。据了解，全市各类养老机构，

共
305

个（含公办敬老院），城乡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含农村幸福院）

377

所，床位达
2.9

万张，平均每千
名老人拥有

29

张床位。 按照
“

9073

”养老格局，我市需机构供
养床位

3

万张，目前社会办养老机
构床位仅

3000

张（不含公办敬老
院），缺口较大。

究其原因， 一是养老用地规
划、社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老年
优待等政策在实际推进中， 由于
种种原因，难以得到较快落实。二
是缺乏有效的老龄工作体制和养
老服务人才。 三是缺乏有效的大
数据和准确的需求信息来支撑对
未来养老产业的整体规划。 四是
缺乏具备专业技能和素养的社
工。

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的问题，关键在
于建设一个全面覆盖的养老服务
体系。 而围绕建设一个全面覆盖
的养老服务体系就需要创新，不
仅要在养老模式上创新， 更要在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上创新， 在养
老体制机制上创新， 充分利用社
会资源，不断完善社工队伍，在全
社会营造尊老、爱老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 我市正积极为老年
人提供各种优先优惠和便利服

务。目前，全市百岁老人高龄津贴
制度实现全覆盖， 补贴标准从每
人每月

100

元至
200

元不等， 并将
逐步扩大补贴发放面， 提高发放
标准。从今年

10

月起，全市
60

岁老
年人优惠乘车卡发放工作有序开
展，

6000

张老年人优惠公交
IC

卡
将陆续下发到老年人手中。 全市
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宣传、《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 宣传、“敬老月”、

为老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敬老
文明号”“敬老楷模”“十佳健康老
人”等评选表彰活动，树立先进典
型，营造良好社会风尚。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下
一步，我市将充分利用信阳生态
环境优势，结合我市“十三五”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省
政府关于建设养老养生基地的
有关要求， 积极打造生态养老基
地。计划利用自然环境优势，积极
培育养老服务产业， 力争通过

5

年至
10

年努力，将信阳打造成全
省生态休闲养老服务产业示范
基地。

当居家养老拥有生活娱乐的
便利平台， 当社区养老具备完善
的服务设施， 当机构养老能感受
到家一样的温暖， 当老来多病不
再成为一种负担， 当老有所好能
寻觅到良朋知己， 你是否会对自
己的老年生活有一些期待呢？

关注老年健康 从“心”出发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
会，涉及老人的种种问题得到广泛
关注。对于如何养老，如何为老人
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 生活环境、

医疗保障等问题，上至国家，下至
每一户有老人的家庭，都十分关心
与重视。然而，在大家努力解决老
人物质上的困难、关心老人身体健
康的同时，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
样不可忽视。

老年人， 是我们社会的财富，

正是他们曾经挺直的脊梁撑起了
一座座高楼大厦，他们为社会奉献
了一切， 在年老时从岗位上退下，

成年儿女像小鸟一样离开他们的
身边……这时，需要关怀的不仅仅
是老年人的冷暖与饥饱，还应该关
注到他们的心理状态、 社会角色、

家庭角色以及社会参与的情况发
生了极大的变化，倘若不能快速适
应环境的改变，他们会像找不到路
的孩子一样，迷茫无措，甚至会感
觉自己变得毫无价值， 被社会冷
落、抛弃。尤其是有文化素养的老
人，或者曾经担任一定社会角色的
老人， 更易产生这样的心理落差，

走不出自己心中的困境。

在老年社会工作中，当老年人
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情况发生变
化，需要再社会化，重新建立人际
关系时， 心理引导显得很重要。人
之为人， 都有得到认可的心理需
求，老年人也不例外。社会不断对
老年人提出新的要求，会成为老年
人积极提高自身素质、不断进步的

促进因素，也会对调动和发挥老年
人的智力产生作用。社会重视发挥
老年人的智力作用，就会推迟老年
人心理老化的速度；反之，则会加
速老年人的心理老化。开办社区大
学就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让他们
发挥自己的特长，重新参与到社会
中，建立新的人际关系，通过各种
活动促使其与家人、邻里、亲友的
交流增加， 在相互交流与支持中，

心里的孤独和苦闷得以排除。

而关心老人身心健康，仅靠
政府政策、社区组织，没有多方
努力，是无法完成的。作为老人
的子女，不仅要孝顺，也要会孝
顺。不少子女以自己的方式关爱
老人，或是为他们尽可能提供一
切物质所需， 却鲜有沟通交流；

或是希望他们颐养天年，这也不
要做，那也别去干，却忽视了老
人自身的想法……这些固然重
要， 但更要有心的孝顺， 应该鼓
励老人重新开启第二人生，支持、

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兴趣与乐趣，

不断获得自我成就感， 感受生活
的美好。

健康的含义不仅指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也很重要，而且心理健康
与否直接影响到身体健康，身体健
康与心理健康相互作用、 互为因
果。希望全社会能更多地关心老年
人身心健康，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中，真正做
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多一些
理解，多一份关爱，让老龄化社会
再年轻一些！

□

李小然

最美不过夕阳红

平均年龄超过
50

岁，却精神矍
铄、神采奕奕。在市委老干部局，有
这样一群退休的中老年人，凭借对
艺术的热爱和执着， 聚在了一起，

成立了夕阳红艺术团。

该艺术团从
1997

年成立至今，

由最初的文艺爱好者发起的小团
队，成长壮大为拥有

200

多人的“大
家庭”。大家根据兴趣爱好，分设合
唱队、歌舞队、民俗队、模特队、乐
器队等多个小组。这其中，既有年
过古稀的老文艺爱好者，也有刚刚
从单位退下来的新成员。 每周，大
家都会聚在一起排练和娱乐。

该艺术团还积极参加省、 市、

区的各种活动和比赛，并多次获得
奖项。

2012

年，该艺术团在北京“盛
世欢歌”全国中老年文艺会演中获
得金奖。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开
展各种公益活动， 进社区义务演
出，为社区居民奉献了一场又一场
的文艺盛宴，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
活，深受居民的喜爱。

“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发挥了每个人的特长，让我们这个
艺术团更加有活力。” 模特队成员

王凤丽说。

其中民俗队的信阳民舞、民
歌、舞龙舞狮、旱船等极富传统文
化特色的表演，属于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队长陈凤英告诉记者：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关注这些了，为
了不让传统文化丢失，我们要把民
间传统继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艺术团里藏龙卧虎，不乏唱歌
跳舞样样在行的人才。乐器队里有
拉二胡的、 弹琵琶的、 吹笛子的、

敲锣鼓的，“老艺术家”们聚在一起
吹拉弹唱，互相切磋、互相学习，提
高自身的艺术修养。乐器队队长高
金恩曾获得信阳市第六届“十佳健
康老人”称号。

易爱春是负责歌舞队编舞的
总导演， 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通过跳舞， 不仅锻炼了身体，心
态也变得更加年轻， 增进了大家
的凝聚力，更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娱
乐生活。”

现在，团员们经常在活动室排
练或者到户外进行演出，共度幸福
的晚年时光。“退休老人的生活有
点单调、乏味，艺术团提供了平台，

让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我
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合
唱队的李志强高兴地说。

□

本报记者刘翔
见习记者辛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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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文件要求提高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水平

淮滨县召开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孟磊）

10

月
10

日，

淮滨县召开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
划”工作会议。该县教体局领导班子，县
直各学校校长，各乡镇中心校、中学、中
心小学校长参加会议。会上，县教体局局
长徐永生对工作进行了安排， 要求全面
推进国家“学生奶饮用计划”在淮滨县
落实，切实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和营养健
康水平。

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青少年营
养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必将对提高
整个民族下一代身体素质产生重要作
用。

2007

年、

2008

年国务院，

2011

年、

2014

年河南省政府先后下发文件，明确
指出，要加大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
推广力度，扩大覆盖范围，积极开拓中小
城市和农村市场。今年，市教育局根据国

务院、省、市政府文件精神，将此项工作
列入了《

2016

年工作要点》（教办【

2016

】

1

号），并明确指出，继续组织实施《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家“学生饮用奶
计划”，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和体质健康水
平。

在此次专题会议上， 该县教体局局长
徐永生指出，实施推广国家“学生饮用奶计
划”是教育部门、学校的重要责任，也是学
生健康的迫切需要。各学校、幼儿园一定
要认清形势，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提高教师、学生、家长对其
重要性的认识是第一步， 也是关键的一
步，“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推广是一项持
久的工作，要利用校内公示栏、板报、广播
等，广泛宣传国家、省、市、县的有关文件
精神， 全面介绍学生奶的营养价值和好
处。在落实过程中，要深刻理解政策，做好
组织、宣传、征订工作，在尊重学生意愿的
情况下，通过宣传教育，正面积极引导学
生在上午大课间自觉饮奶，任何学校和个
人不得搭车收费，要切实把好事做好、实事
做实， 为全县广大中小学生营养和健康成
长撑起一片蓝天。

图为会议场景。 本报记者孟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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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奶奶在五星光荣敬老院住了数十年。身
上的大红针织衫是前两天和敬老院的朋友们一起
出去时自己挑的。她说很享受在敬老院的日子。

本报记者李小然摄

▲

� 10

月
9

日，老人们在五星光荣敬老
院欢度重阳节。

本报记者李小然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