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一张“养老一卡通”会员
卡，就“可享受高额折扣并将获
得高额利息”；交纳本金越多，养
老项目折扣就越大，甚至能“退
还本金”；每满一年，就可获赠
10%左右的床位补贴券，合同期
满后，还“将返还本金并把补贴
券兑成现金”……

正是这些“高折扣”“高返
现”的诱饵，让许多老人辛苦大
半生攒下的养老钱打了水漂。不
时曝出的此类非法集资诈骗案
件，已被剥下了养老服务骗局的
华丽外衣——

预收高额费用，却难以履行
合同义务，看起来很美的“旅游
养老”“养生养老”“终身养老”，实
则是觊觎老人钱财的庞氏骗局。

七部门联手出招
将整顿“坑老”乱象

行业如此混乱，水如此之浑
浊，亟待治理整顿。

近日，民政部等七部门出台
指导意见，对养老机构预收费进
行细化监管，算是掐住了养老行
骗这条毒蛇的“七寸”，可望为老
年人的钱袋子再扎一道“安全
绳”。

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国家
财政和社会资本共同发力，社会
化养老应运而生，行业迎来难得
的发展机遇。然而，一些居心叵
测者，却将目光瞄上了人们养老
的钱袋子。

“高额返息，到期退还本金”
“办理会员卡，享受旅居养老服
务”“一次付费，终身服务”……诸
如此类的宣传，让很多老人为之
心动。殊不知，这些宣传背后，竟
藏着精心算计。

民 政 部 发 布 过 这 样 的 案
例——

湖南一家养老公司宣称，可
办理“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会
员卡，“凭卡可按折扣价享受公
司在多地的服务；若卡内资金不
消费，一年后还可返还利息”。这
家公司在两年半时间内，为 160
多名老年人办理了会员卡，收取

费用 1200多万元。后来，人们才
发现这家公司根本没有相关经
营实体，老年人所交的钱款都被
公司老板胡乱挥霍掉了。

河南某养老服务公司曾在
全国多地设立集资点，以筹建老

年公寓、养老公司等名义，大肆
推销会员消费卡、预约股权认
购，向6000余人非法集资高达5
亿余元人民币。后来，资金链断
裂，至案发时，仍有3.6亿元未能
兑付给老年会员。

类似案例表明，不法分子利
用老年人希望享受低价格、高质
量养老服务的心理，打着养老服
务的幌子，以办卡、充值、预定床
位、提供最低生活保证金等方
式，诱骗老年人预先充值，以这
方式诓骗钱财。

打蛇打“七寸”
管住预收费

养老领域的这些乱象，很关
键的一环是预收费。瞄准养老乱
象，管住了预收费，也就掐住了
以养老行骗这条“毒蛇”的“七
寸”。

民政部等七部门近期出台
的《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
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着眼于规范养老机构的预
收费行为，从源头加强治理。

《意见》共4部分14项，对养

老服务领域中容易引发纠纷的
问题，对预收费做出细致规定。
主要看点有——

规定收取要求《意见》对预
收费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养老
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全部纳入
监管，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差
异化管理。《意见》提出，养老服

务费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对单个老年人收取的
押金最多不得超过该老年人月
床位费的12倍。

限定使用用途 《意见》明
确：押金除办理退费、支付突发

等情况下老年人就医费用、抵扣
老年人拖欠的养老服务费或者
应当支付给养老机构的违约金、
赔偿金等情形之外，不得支出。

《意见》明确了预收费的限制性
规定，目的是确保专款专用。

明确协议管理 聚焦容易引
发纠纷的问题，对签订协议、告

知风险、开具发票、退还费用、解
决争议等环节进行了规范，将最
大程度地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

在破解“退费难”方面，《意
见》提出，对符合服务协议约定
退费条件的预收费用，养老机构
应当按照约定及时退费，不得拒
绝、拖延。

养老产品“金融化”对老人
极具吸引力和欺骗性，部分职能
部门监管存在客观困难。《意见》
着眼于全过程监管，有助于防患
于未然。

全社会共同行动
看好老人钱袋子

让老年人能够顺心顺气、有
尊严地颐养天年，是中国人自古
以来的梦想。

成书于汉代的《礼记·礼运》
中，就有了“老有所终”的养老理
念。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贯彻落
实。一个好的政策制定出台后，
高质、高效落地就成了关键。让
老年人安享晚年，先得守护好他
们赖以养老的钱袋子。

七部门的《意见》提供了原则
性指导，具体实施仍需进一步细
化。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的日常检查，对侵害
老年人权益的非法集资行为必须
主动出击、露头就打、“打早打
小”。

守望好养老的钱袋子，老年
朋友及家人也需擦亮双眼，增强
风险防范意识，警惕“高额回报”

“终身养老”等不实宣传。购买服
务后，要妥善保管好发票或者其
他消费凭证，以便发生消费纠纷
时依法依规主张权利。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全
社会共同参与。相关部门应开展
知识普及宣讲活动，用老年人听
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和
方式，提高老年人群体防范风险
的能力，切实斩断伸向养老钱袋
子的黑手，保证老年人过上幸福
安康的生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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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住“金融养老”行骗的“七寸”
国家七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帮助老人规避骗局

我家的好家风
张淑荣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思想、情
感、精神和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体，是一种综合的、强大的
教育力量。家风的好与坏、正与
邪，具有长远的影响力和强大的
渗透力，它会影响孩子一生。

我家的家风是勤俭节约、乐
于助人。这样的家风对我的成长
有很大影响，它把做人的道理教
给了我，让我成为社会的有用之
才。

父 母 生 活 一 直 很 节 俭 ，从
不浪费。吃饭的时候，他们要求
把饭吃干净，不能浪费粮食。妈
妈常对我说：“浪费就是犯罪。”
我一直将这句话记在心里。每
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粒
全部吃完，一粒也不剩。上小学
时，我的铅笔用到捏不住了也
不扔，而是给铅笔头套上旧圆
珠笔的空笔管，再接着用。我的
书包是母亲做的，我从一年级
一直用到小学毕业。至于我的
衣服，一多半都是姐姐穿过的。
我能有不攀比、不浪费的好观

念、好习惯，正是得益于我严格
的家教。

助人为乐乃快乐之本。我小
时候，妈妈每年冬天都要腌一坛
子冬菜，但只留一小部分自家
吃，其他的都要送给条件不太好
的邻居。冬天扫雪的时候，妈妈
除了扫自己家门前，还要扫出一
条小路，为的是村里人出行方
便。好的家风成就了我们全家人
的好人缘。

好家风不但是一个家庭幸福
美满的保证，而且关系到社会的
长治久安，因为一个个家庭正是
社会的“细胞”。

好家风是一个基础，它绝不
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让我
们都来努力，继承并传承良好的
家风吧！

“我家的家风传承”征文
主办：沧州市纪委监委

退休之后，每天晚餐后，我都要到附近的
公园走一走。时间一长，也就成了习惯。

走在公园里曲折的石子路上，微风带着
花草树木的气息吹来，使人神清气爽，又略
感恍然，似身在梦境。一些中老年人在公园
的一角扎堆跳民族舞，几位手扶拐杖的耄耋
老人则三三两两地坐在纪念碑下的长椅上，
观看一群大妈扭秧歌。人群之间，或有儿童
追逐嬉戏，还有其长辈紧跟在身后，喊着

“慢一点”“快回来”……热闹而温馨。只要
常看国际新闻，就会发现全球总有一地或多
地有战事，再看到身边这一幅和平景象，不
由得衷心庆幸自己生于太平盛世。沿着紧贴
围墙内侧的小路，我在公园里一边走，一边
这样想着。

大约走了三圈，我就知道时间到了，该回
家了。回家的路有三条，不过，来的时候，我
总喜欢走最近的那条路；回家时，我才会“不
走寻常路”，在另外两条路中随便选择一条，
漫步其中。“昨天走的是这条路，前天是那
条，那今天应该走……”出了公园，我仔细地
盘算着。“嗯，今天就走这条小路吧。”

行程过半，我突然隐约听见了优美的器
乐声。奈何我虽年岁不小，但见识尚少，驻足
听了许久，也听不出是何种乐器。天已黑了，

我只能循着声音的来源慢慢找寻。好奇心驱
使着我，一定要把这吹奏者找出来，看个究
竟。

就这样，又走了一会儿，我才在一辆停着
的汽车后面，看到一位年约 70岁的男人。此
刻，他正坐在一个小石墩上，吹着一件乐器。
我知道，那乐器的名字叫萨克斯。

嗯，还别说，由它吹出来的《回家》一曲，
确实挺好听。有一瞬间，竟让我仿佛回到了
孩子的学生时代。当年，每到放学时，我就去
接她，学校总是用大喇叭播放这首《回家》，
以此宣布“放学时间到”。本来，我想问他“为
什么不去公园里演奏”，可细想下，跟陌生人
说得太多，似乎有些冒昧，于是默然。

平日里，来公园跳舞的人都是用大音箱
来播放音乐的，少有自己演奏乐曲者。只有
下午，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坐在公园里隐
秘的角落里，毫无节奏地练习拉二胡，或用
小号吹着“哆唻咪”。想来，或许那种氛围不
适合熟练吹奏萨克斯的这位“高人”。他一曲
奏毕，我由衷地为他鼓起了掌。

听到了掌声，这位老人注意到了我。他笑
着对我点头示意，然后又继续吹奏起来。

这个傍晚，似与每天一样，又似乎有所不
同……

吹萨克斯的老人
丁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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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花普通百姓钱，住星级老年公寓。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