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认为，理想的养老，是解决三
个层面的问题：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由此看来，抱团养
老这种模式，不仅较好地解决了老
有所养的问题，对于 老有所乐的
问题更具针对性。老人最怕寂寞，
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抱团
养老很明显是驱逐寂寞的良药。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这种养老模
式，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

民生杂谈

民生视窗 People's livelihood

民生视窗编辑部

主任：王 志

执行主编：王 淼

新闻热线：（010）56805027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gu8138@163.com

2017.12.28
星期四

重点推荐

0版1

创业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不能脱离

教育的环境做投资人。当前要克服创业

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也要克

服同质化的问题。未来创业学院要面向

所有学生，而非只面向创业学生从而变

成精英班。

创新创业教育
成高校教育改革重点

民生连线

昆明举办养生养老博览昆明举办养生养老博览会会
近日，2017中国（昆明）国际养生养老

产业博览会，来自国内外的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老年人用品等多家机构和

企业参展，吸引了众多老年人关注。图为

工作人员向老年人推介相关产品。

任 东 摄

□ 张海英

家住杭州余杭瓶窑的王阿姨

老两口住着 200 多平方米三层农家

小别墅，有鱼塘、有菜地、有果树、有

鸡鸭。子女们工作比较忙，平时感

觉有点冷清，今年7月开始抱团养老

生活。目前，王阿姨农家小别墅里

一共住着 7 户人家，大家互助互爱，

生活和谐。这可能是中国首个抱团

养老的成功案例。（12 月 19 日《都市

快报》）

抱团养老是老人们自我养老、合

伙养老的一种方式。去年，福建泉州

出现的抱团养老曾引起关注，这些老

人或是老同事、老同学，或同住一个

村庄、社区，即基本上是熟人之间抱

团养老。而上述杭州案例，似乎是陌

生人之间抱团养老，这个案例更值得

关注。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

2.3 亿，未来还会更多。如何解决养

老问题，不仅需要政府、企业进行探

索，也需要老人们积极思考和尝试。

很显然，抱团养老是一种有益尝试。

当然，从杭州情况来看，这种尝试有

成功也有失败，譬如，杭州另一位张

阿姨尝试的抱团养老据说失败了。

从常识来说，要想防止抱团养老失

败，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志趣、爱好相

同或相似的老人抱团养老容易成

功。比如，王阿姨选择的老人多会打

麻将。二是有详细合同约束。如王

阿姨的《结伴养老协议书》就对卫生

绿化、个人隐私、房屋租金、伙食费、

值日等方面做了规定。

不过，目前更适合以“初步成功”

来描述上述案例，主要原因是这些老

人抱团养老时间太短，恐怕很多问题

还未暴露出来，但该案例中一些做法

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即使这种案例

是成功的，也需要政策方面的关怀。

否则，某些问题一旦暴露，就会影响到

这种案例的探索价值。比如说，这些

抱团养老的老人中，一旦有人突发紧

急病情，仅靠老人抱团未必能应对，这

就需要医疗机构介入。能否制定相关

政策，让抱团养老点与医疗机构建立

合作机制，定期给老人提供上门体检

服务，紧急时刻为老人提供救治服务，

就值得考虑。对老人们来说，首要风

险就是健康风险，只有保障老人健康，

抱团养老才能走得更远。

再如，这些老人之间一旦发生纠

纷，依据自定的《结伴养老协议书》未

必能化解，那么就需要政府提供相应

公共服务，一种办法是制定规范的官

方协议供老人参考，提前预防矛盾；

另一种办法是建立纠纷协调解决机

制，以方便及时解决各类纠纷，因为

老人一般经不起纠纷折腾，唯有预

防、化解，才能确保这种养老方式可

持续发展。

更重要的是，应当在政策层面公

开承认并鼓励抱团养老，让参与这种

养老的老人更有信心，也激励其他老

人参与到这种养老方式当中。事实

上，抱团养老多年前在个别地方就

出现了，但一直未受到重视，基本

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笔者

以为，凡是有利于提高老人养老质

量的、能减轻国家和社会养老负担

的，有关方面都应该大胆支持。要

意识到抱团养老方式对国家和社

会是有意义的，所以，应提供必要

的政策支持，让抱团养老的老人们

感受到更多暖意，让我国老人养老方

式丰富多彩。

□ 本报记者 王 淼

近日，一篇《6+1 中国首个抱团

养老的成功范例可能就在杭州诞生》

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

家住浙江杭州余杭瓶窑的王阿

姨，老两口住着200多平方米的三层

农家小别墅，有鱼塘、有菜地、有果

树、有鸡鸭。子女们工作比较忙，平

时感觉有点冷清，也想找几对老人抱

团养老。目前，王阿姨的农家小别墅

里一共住着7户人家(包括王阿姨夫

妇)，大家互助互爱，生活和谐。这一

案例被称为我国首个抱团养老的成

功案例，也再次让人们去思考什么才

是更好的养老方式。

组织新家庭，像兄弟姐妹
一样共同生活

抱团养老是悄然出现的一种新

的养老模式，有些老人因孩子工作无

暇照顾，又不习惯养老院生活的，于

是一些自愿组合在一起，过起“同居”

的晚年生活。

最初在杭州提出这一想法的

并不是王阿姨。今年2月22日，69

岁独居城西的张阿姨打进《都市快

报》热线，希望找几个志同道合的老

人，组织新家庭，像兄弟姐妹一样抱

团养老。她的这一想法，一下子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很大关注。

5月6日，王阿姨联系《都市快

报》，说明了自己的家居情况，表示也

想找几对老人抱团养老。5月底，王

阿姨还专程去了张阿姨家“取经”，了

解抱团养老的经验。

接下来一个多月，王阿姨夫妇在

家接待、面试了20多对夫妻，从中挑

选了几对夫妇。7月3日，三对夫妇

入住老两口的农家小别墅里，抱团养

老的生活正式开始。

12月9日和10日两天，CCTV-10

《讲述》栏目连续播出纪录片《抱团养

老》，讲述了张阿姨抱团养老的故

事。张阿姨抱团养老的尝试没有成

功，王阿姨看了报道，即向媒体表示

她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据介绍，王阿姨的别墅共有8个

房间，当初她觉得住4户人比较合

适，但通过媒体报道后，共有100多

户与她联系希望同住，在选好了后，

还有几户老人强烈表示原意一起住，

最终就有了现在的6+1结构。入住

的老人们签订了《结伴养老协议

书》，协议书对卫生绿化、不打听个

人隐私、房屋租金、伙食费、值日等

方面做了规定，一共11条，所有参

与抱团养老的人都有签字。目前，

他们每天过着闲散的生活，每人只

根据值班表做点轻松家务，请了3

个工人帮他们做饭、打扫卫生、种菜

养花。他们每天只负责一件事——

玩乐。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老人的

生活非常祥和幸福。

抱团养老设想者很多，
成功者很少

抱团养老其实并不新鲜，在这一

报道之前，其实各地均已经出现了这

种新型的养老形式。有的是同学、同

事、战友、朋友退休后一起生活，有的

独自居住，在社区服务中心抱团养

老。这些案例中，抱团养老的老人往

往都有几十年的交情，在共同生活前

彼此都有了很深的了解。

而杭州王阿姨的这一案例则是

完全陌生的7户人一起生活，其成功

经验更加值得总结。之前，率先提出

这一想法的张阿姨，在与应征者相处

中则经历了从最初的其乐融融，到后

来因琐事产生不愉快，应征者相继离

开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中国老年报》此前报道的一

个案例中，同样反映了这样一种理想

与现实的反差。

在河北邯郸的王克南，今年77

岁，也是想把抱团养老付诸实践的人

之一。去年11月，独居已久的她希望

能找人结伴一起养老。媒体报道后，

一度有多达100位老人报名响应。

“内心想要开始新生活，但最后

还是无法摆脱现状。”河南郑州73

岁的朱丽珍曾是第二位报名想与王

克南抱团养老的人，但倾诉完自己

的经历后，她甚至不敢再打电话给

王克南。

最终，真正过来的只有来自四川

的杨述文。

然而，杨述文与王克南抱团养老

的现实生活并未像她们当初设想的

那般顺利。除了语言沟通障碍，两人

志趣爱好也存在分歧，性格和作息时

间也有冲突，一个星期后，杨述文默

默地买了回四川的火车票，抱团生活

就此结束。

有学者表示，从王阿姨成功的经

验来看，至少有3个方面来之不易：

一是抱团养老需要较大的集体居住

空间来之不易，不是谁家都会有200

多平方米的小别墅；二是凑齐情投意

合、能够和谐相处的老人不易，王阿

姨是面试了20多对夫妻，才选中了

几对夫妻与自己合住；三是协调合住

者不同的利益不易，王阿姨他们是以

《结伴养老协议书》的形式明确了各

自的权利义务。王阿姨的成功之处，

有许多可以借鉴、可以复制的地方，

但也有些条件是必须具备却又难以

普及的。

有其合理性但难以成为
主流模式

有专家表示，抱团养老模式是除

了亲情养老之外，最能满足养老精神

需求的形式，居家养老太孤寂，社会

机构养老又不够自由。不同模式的

选择，折射老年人对养老的不同层次

需求。

对此，《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

展开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超七成

的人赞同抱团养老，超四成的人表示

可以选择抱团养老，这说明人们的养

老观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周云认为，理

想的养老，是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由

此看来，抱团养老这种模式，不仅较

好地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对于

老有所乐的问题更具针对性。老人

最怕寂寞，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

人，抱团养老很明显是驱逐寂寞的良

药。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这种养老

模式，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

但周云同时表示，这只是问题的

一个方面，稍加深入分析也不难看

出，这种养老模式的缺陷和风险也是

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对突发事件诸

如急病发作的应对以及一些重体力

活，老人们往往是力不从心的；生活

能够自理或行动有轻微不便尚能互

相照顾，如果完全不能自理，是否还

能继续“同居”？另外还有同居中经

济关系、人际关系的处理也容易出现

偏差。老人本来是需要别人照顾的

群体，正是由于别人无法照顾，他们

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也就是说，老人

之间的互助固然值得嘉许，但养老问

题，是互助不能完全解决的。

湖北职员凌寒表示，抱团养老反

映了当今养老方式多样性需求，是对

机构养老很好的补充，契合未来互助

养老的大趋势。然而，抱团养老虽好

但不宜盲目复制。首先，要想获得良

好的抱团养老体验，对硬件条件和软

件条件都要求比较高，如房东的家必

须足够宽敞，还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

和协调能力，入住老人经济条件与生

活理念也能彼此相融。此外，如何在

陌生人之间构建信任与情感，如何规

避安全风险等都制约着“抱团”的可

能性。

专家认为，同居式养老，有其合

理性，但不应该也难以成为主流模

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

会会长熊必俊指出，由于性格和生活

习惯的差异，抱团养老的老人之间人

际关系的处理更容易出现偏差。因

此，想要尝试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最

好还是在熟人圈子里进行更为可靠，

成功率相对更高。

宁夏银川2020年将实现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从宁夏银川

市政府获悉，到2020年，银川市每个社

区将建设不少于1个居家养老服务站，

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将达到

100％，农村幸福院（或互助院）达到196

个以上，覆盖70％以上的行政村，机构

养老总床位达到1万张以上。

银川市面临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

期，预计到“十三五”末，老年人口将达

到3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

16％左右。“十三五”期间，银川市将着

力健全和完善养老需求的社会保障机

制及养老需求服务体系，推进医养融合

发展和老年宜居环境建设。

据新出台的《银川市“十三五”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到

2020年，银川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将达到90％，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镇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将实现100％覆盖。同

时，银川市将完善老年人医疗救助、康

复救助和重大疾病救助制度，逐步将老

年慢性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并探索建

立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立和完

善重度失能老人、重度残疾老人、失独

老人和困难老人的护理补贴制度等。

（任 玮）

新疆智慧养老
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本报讯 为老人佩戴上智能手环

或手表，即可实现实时定位、紧急呼叫、

自动报警、健康管理等功能；当老年人、

残疾人及一些特殊人群需要帮助时，无

需拨打电话，按下“一键通”，足不出户

就能得到包括医疗急救、健康咨询、家

政、维修、保洁和日常商品配送等全方

位的生活服务。

新疆智慧养老公共服务平台近日

正式启动，该平台可实现国家、省、市、

区、街道、社区多级联动，为广大市民尤

其是老年人、残疾人及一些特殊人群提

供“互联网＋”生活服务。服务平台将

率先建设“新疆智慧健康养老和家庭服

务管理中心”，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

务厅机关服务中心负责管理。项目计

划3年内在新疆各地州（市）社区实现

15分钟“养老服务圈”覆盖。

据民政部主管的光彩养老事业促

进中心主任曹江介绍，用户在智慧养老

公共服务平台下使用“一键通”服务费

全免，只需为提供上门服务的人员支付

相应服务费用。除“一键通”外还将推

出可穿戴智能设备、人工智能养老机器

人等“智慧”养老产品，产品价格在100

元至上千元不等，市民可在辖区服务站

购买安装。 （周 晔 张晓龙）

抱 团 养 老 生 活 会 更 美 好
专家表示，这种模式是除了亲情养老之外，最能满足养老精神需求的形式

还 需 政 策 给 予 更 多 关 怀

兰州全城行动众筹兰州全城行动众筹70700000多份饺多份饺子为空巢老人献爱心子为空巢老人献爱心
12月20日，兰州市人人为老养老服务中心等社会团体在全市发起“一碗饺子，温暖一座城”向空巢老人众筹饺子活动，

共筹集到7000多份饺子，这些饺子将通过志愿者送达3000多户空巢老人家中。图为兰州市老人、小学生以及社会各行业的

志愿者一起包饺子。 杨艳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