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步入中年的独生子女一
代而言，当前最大的担心莫过于
父母一天天老去，一旦生病需要
时刻守护、照料，却找不到人来
帮自己。

“十四五”时期，预计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
破3亿。目前，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口已高达 4000 万。中国老龄
化社会加速到来，已经成为一个
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养老不仅是家事，还是国
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
为国家战略，每年全国两会上，
养老问题都是代表委员热议的
话题，专业化的养老护理员队伍
建设成为重中之重。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
学副校长于春水关注到，此次国
务院机构改革对老龄工作体制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将多个部
门的多项职能划归民政部，他认
为这将有助于理顺老龄工作的
职能，提高管理效能。

“老龄工作是一项综合职
能，涵盖了方方面面。”他认为，

“政府管理体系设置以‘集中力
量把事情做成’为导向，整合利
用好各方面资源，着力解决一些
重点、难点问题。”

平均每个养老机构
拥有的合格专业护理人
员不足1人

去年从一家养老机构辞职
的赵萍萍，如今在天津一家三甲
医院住院部做 24小时护工，负
责一对一看护住院患者。她告诉
记者：“这比在养老院干轻松多
了，收入也高了。”

在养老院工作时，她一个人
要负责 10 多位老人的日常照
护，一个月收入在 4000元左右。

“工作累、收入低，谁愿意干？”她
身边很多同行先后从养老院辞
职了。

连 续 多 年 关 注 养 老 问 题
的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天津市
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丁梅
也注意到这个日益突出的问
题——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正
在快速流失。

过去的一年中，她调研走访

了大量养老机构，发现自新冠疫
情发生以来，我国养老服务行业
经历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养老机
构缺钱、缺人的状况愈发严重。

过去几年，养老机构在环境
改造、设施设备、人力资源等方
面加大了投入和成本。而因受疫
情影响，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减
少，床位使用率降低，养老机构
的收入降低，资金压力陡增。一
项调研发现，80%的养老机构在
亏本。

一些养老机构负责人无奈
地告诉丁梅，付不起高工资、留
不住护理员，是他们最头疼的问
题。

“将心比心，从事这个行业
要承受的压力，是很多人难以想
象的。”丁梅在养老院与护理人
员交流时，切实感受到他们承受
的巨大压力。

如今，不少养老机构为了保
证老人健康，依然采取封闭或半
封闭管理，不少老人情绪不稳
定，甚至会打骂护理人员，需要
护理人员花费很大的力气和精
力去抚慰、照料老人。与此同时，
因工作繁重、身心压力大、收入
偏低，护理人员流失严重。

养老护理人员长期短缺，直
接导致管理质量和服务品质下
降，如此又会影响养老机构的入
住率，进而造成机构运转困难，
难以为护理人员提供合理的薪
资。“这样一来，形成了恶性循

环。”丁梅说。
今年，全国两会前，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
成在国内多个省份展开调研，结
果显示，我国平均每个养老机构
拥有的合格专业护理人员还不
足1人。

在北京地区，专业养老机构
护理人员的收入平均每月只有
3000 元左右，在四川部分地区
甚至只有 1000 元左右。而这些
养老护理人员大多是来自农村
或城市郊区的中老年妇女。

郑功成认为，制约我国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很多，而护理
人员收入低导致队伍不稳、人员
不足、服务不良是根本原因。

“花了高价却买不
到称心的服务”

“今年春节期间，涨到 500
元一天都请不到护工。”韩岩的
父亲瘫痪在床，时刻需要有人
看护。他咨询过几家养老机构，
都表示这样的失能老人“收不
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把护工请
到家里，每月费用 7000元。今年
春节，护工提出要请假回家过
年，韩岩和家人不仅为其准备了
往返的机票，还包了数千元的大
红包，生怕人家不回来了。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很多一
线大城市，24 小时护工的日薪
大约在 200元—350元。有不少
人抱怨“花了高价却买不到称心
的服务”。

于春水认为，居家养老是我
国主要的养老方式，对老人看护
照料的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子
女也无法安心工作。然而眼下，
养老机构供给不足，而居家养老
护理人员队伍远不能满足我国
居家养老的刚需。

当前，值得特别重视的问题
是，养老护理相关专业毕业的年
轻大学生大多不愿意从事与护
理相关的职业。目前，从事居家
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多为下岗
职工或农民工，“他们文化程度
较低、专业技能不高，多数没有
专业资质，难以开展康复护理、
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较高层次
的服务。”

郑功成建议政策制定要注
意“两个倾斜”：向护理失能老人
的护理人员倾斜，向老少边穷地
区的护理人员倾斜。

“年老失能几乎是所有人的
最大后顾之忧，在老年人群体中
最需要照顾的是失能老人。”他
说，为失能老人服务的护理人
员，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
儿，他们不仅需要护理专业技
能，还需要有子女之情、人文关
怀之情。因此，政府应当支持养
老服务业的护理型养老机构，支
持专业护理人员获得合理的劳
动报酬，公共投入等应当向他们
倾斜。同时，中央与省两级的公
共资源还应当向老少边穷地区
倾斜。

养老护理干得好，
理应得到全社会尊重

去年，26 岁的四川小伙儿
王程以养老护理员的身份作为
重点引进人才落户上海。这释放
了一个重要信号，同时也体现了
一种价值导向——年轻人干养
老护理，同样能拥有美好未来。

“这是一种职业尊荣感。”
丁梅说，过去 3年抗疫，医疗卫
生系统的白衣战士冲锋陷阵，
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可很多

长期在养老院工作的护理人
员，为守护老人的健康默默做
了很多，但他们的付出没有得
到应有的关注。

丁梅在调研中了解到，学
护理的年轻人都愿意去医院工
作而不愿去养老院，除了薪酬
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遇到了职
业天花板：“一个养老院的护理
人员，没法评职称，看不到发展
空间。”

“行行出状元，养老护理干
得好，也应该能评劳模，受到全
社会应有的尊重。”丁梅说。

她建议鼓励各地出台机构
员工成本运营补贴措施，将养老
机构纳入重点机构紧缺急需人
才用人单位，对符合条件的人员
在落户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
时加强对养老从业人员的职业
培训，拓展职业成长渠道，加强
职业尊荣感。

今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代
表委员谈到，除了增加养老护理
员工资外，一些相关配套措施的
出台和社会力量的投入，都有助
于推动养老问题的解决。

丁梅认为应该建立更多“小
老人互助”的机制，发挥那些刚
退休不久、身体较好的老年人的
力量，让他们到养老机构做志愿
服务，或是在社区为年长的老人
服务，积累志愿时长，等将来自
己有需要时，可以兑换相应的服
务。

丁梅在一些养老院走访中
发现，这种互助机制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纾解老人的情绪，不同的
志愿者会给老人带来不一样的
感受，有助于打破他们固化的社
交状态。

郑功成也赞同这种尝试。他
认为，应该支持邻里互助、亲友
相济。对照顾老年父母、祖父母
的家庭成员给予相应的支持，应
纳入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
总体框架，给予相应的政策措施
支持。

“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
人。”郑功成说，在老龄化不可逆
转地向深度发展过程中，解决了
养老服务问题就是解决了最大
的民生后顾之忧。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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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买不到称心服务——

父母老了，谁来帮我们日夜照护

96 岁的孟宪海（右）和 89 岁的孟巍是亲兄
弟，孟宪海家住沧州市运河区颐和庄园，孟巍住
在沧州市新华区八里屯养老院。老哥儿俩常在一
起切磋健身之道。 李颖 赵华堂 摄

雨后的雾气滋润了初萌的
草芽，被季节打湿的空气中散
发着泥土的气息。这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混合气味，里面夹杂
着草的青涩、虫卵的苏醒。就在
这个当口，我的脑子里忽然冒
出“芫荽”两字。

香菜，还称为芫荽。年幼时
的我一直很抗拒它那种奇怪的
味道，一旦父亲在汤里、菜里撒
了细碎的香菜末用来提味，我
就会极力避之。据我了解，身边
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不喜欢
它，人们往往喜欢凭直觉办事，
而忽略它原本积极、正面的作
用，比如说芫荽，它是伞形科芫
荽属的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
物，全草可入药。

父亲常会买了大把的芫荽
回来，跟青辣椒、小咸菜拌在一
起，里面再倒入适量的芝麻油、

味精、陈醋，调好后，配着用新
棒子面蒸的窝头，父亲吃得那
叫一个香啊，满脸陶醉，好像在
吃什么山珍海味。我在一旁一
脸困惑地盯着他，心里暗自嘀
咕：有那么好吃吗？

当然，对于喜爱它的人来
讲，入口后的清香在嘴里绽放，
愉悦满满的，既实现了味蕾的
愿望，又冲淡了生活中的辛苦
与奔忙。我体会不到父亲的快
乐，照旧把面条里面的香菜挑
出来，扔在桌面上，或直接放进
父亲的碗里。

这种生活上的惯性，直到几
个月前，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我
尝试着咀嚼街边拉面馆里短短
的一段香菜梗，莫名地，它的气
味柔和了许多，在慢慢的品尝
中，它的香气让我接受了，甚至
有点儿喜欢。这种貌似无缘由的

转变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最初为
什么那么排斥它？

一个理由就是年少不识
味？或是一种另类的撒娇？又或
是因为父母的溺爱？我表妹就
是一个挑三拣四的人，好多我
认为正常的蔬菜她都不吃。她
母亲常在人们面前说，她这不
吃、那不吃，话音里没听出厌烦
的意思，倒是感觉出浓浓的专
宠。她总是依着表妹的喜好去
准备一日三餐。

现在，我偶尔也会买芫荽。
有一次，老公问我：“你会做咱
爸生前调的那种凉拌菜吗？配
着米粥吃，特别香。”我说，会
啊。然而，我无论怎么模仿，都
不再是当年的味道。

我想，味蕾也是有记忆的，
记录着家的欢愉，父亲调制的芫
荽凉菜，成了我心头永远的香。

芫荽香
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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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沧州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