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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风，是成长的精神足印。以廉
为本、诚信立业，这一优良家风
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家族前行
的道路，也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
追求。

我的家经营着一家饭店，
父母始终坚守诚信立业的原
则，从未动摇。他们绝不使用
劣质食材。曾经有供应商给父
母 塞 红 包 ，想 要 提 供 便 宜 食
材，被父母严词拒绝。他们深知
诚信才能赢得信赖，让生意长
久兴隆。

小时候，我不理解父母为何
总是如此固执，明明有更轻松的
赚钱方式，他们却坚决不选。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其
中的深意，那是对道德底线的坚
守，是对诚信的尊崇。

如今，我成为了一名幼儿园
教师。我深知，教育是一项良心
工程，正如家中经营饭店一样，
容不得半点虚假和贪婪。

在教学中，我坚守廉洁底
线，拒绝一切不正当的利益诱
惑。面对家长们的好意与馈赠，
我总是婉言谢绝。曾经有一位家
长为了让我关照他家孩子，在教
师节时送来一张购物卡，我毫不
犹豫地拒绝了，并耐心地向家长
解释，我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
一位幼儿。

我时常将家中的家风故事

分享给孩子们，用生动的语言
讲述廉洁的故事，潜移默化地
影响孩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希望他
们明白，无论他们未来从事何
种职业，面对困难和诱惑时，都
要坚守原则，坚定地走正途，行
稳致远。

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
我家以廉为本、诚信立业的优良
家风，将伴随我在教师的岗位上
继续前行。

目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达2.97亿，其中九成以上
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

“我们不在身边，时常担心
老人感到孤单怎么办，万一摔
倒、晕倒怎么办……雇人照护也
不放心。”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
的李女士向记者说出了对老人
居家养老的担忧。

李女士的母亲已经 80 多
岁，独自居住在青海省西宁市，
身体还算硬朗，能够自理，一日
三餐也由社区食堂提供。然而，
母亲越来越大的年龄以及 1600
多公里的距离，还是让李女士放
心不下。

居家养老是我国绝大多数
老年人的现实选择。为了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幸福养老，各地区
各部门不断推出老年助餐服务、
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等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但从整体
看，我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供
给与老年人实际需求之间仍然
存在差距。有的地方提供的养老
服务只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需要，无法解决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而养老服务人才总量和专
业性也有待提升。

居家养老的背后需要多少力
量支撑？社区如何帮助照护居家
老年人？记者对此展开采访调查。

养老服务应满足
多样化需求

“家里老人患病卧床，不能
自主进食，日常照护是一大难
题。我退休以后，长期一个人照
顾老人，深感自己能力不足，况
且有时还要照看孙女。时间长
了，身体实在是吃不消。”山西省
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街道滨东
社区居民任女士的话，说出了现
在很多家庭在照护老年人时最
担忧的问题——“一人失能，全
家失衡”。

“有时候，我也想着把老人
送到专业的养老机构去，但咨询
了几家养老机构，照顾失能老人
的费用每个月在 1万元左右，经
济上很难承担。若请护工上门，
每个月的花费至少也要 6000
元，且好点的护工不出高价根本
抢不到。如今，只能自己先扛
着。”任女士无奈地说。

破解这一难题，意味着要为
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提供更为精
细化的照护服务。这些年，为让

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更安心，民
政部围绕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
的堵点、痛点，指导各地持续推
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工作。截至 2023年年底，全
国累计完成改造148.28万户。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也更加
规范。2023年，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首个国家标准《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基本规范》发布，合理界定
服务范围，规范供给主体资质条
件及供给流程内容要求。《老年
人居家康复服务规范》对居家康
复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
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

面进行规范。《老年人助浴服务
规范》对入户助浴的基本要求、
服务流程、风险控制及意外事件
处理等方面进行规范。

在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马
营镇渭水苑社区，惠生活养老服
务中心颇受附近老年人欢迎。中
心负责人陈巧艳介绍，中心一楼
有阅览区、棋牌室、乒乓球室，二
楼有舞蹈室、书法室、绘画室等
活动场所，院子里可以打羽毛
球，每天都有老人在这里活动，

“中心还成立了社区老年大学，邀
请市老年大学的老师开设声乐、绘
画、舞蹈、书法和古筝课，居住在附
近的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
择不同课程，充分享受快乐的晚年
生活。很多老人都说，在‘惠生活’
中心住下后，都不想离开”。

今年 72岁的郑女士是渭水
苑社区合唱队成员，她常和队
员们到“惠生活”中心演出。“我
觉得‘惠生活’这个名字的寓意

特别好，就是要提醒我们老年
人要‘会生活’。”郑女士说。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
学副校长金李认为，要想更好地
实现居家和社区养老，最根本的
是要让老年人不用离开熟悉的
生活环境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
养老服务，推动养老变“享老”。
目前，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还面临不少挑战。以“医养结合”
为例，很多居家老年人都患有慢
性疾病，需要精细照护，但社区
往往只掌握着居家老年人的数
量、家庭成员状态等信息，却忽
视了居家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就

医状态等。这就导致居家老年人
面临送医不及时等风险，仍需政
府积极牵头，探索多样化服务模
式。

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建设亟待加强

在记者采访中，很多老年人
表示，不管是在家还是去养老
院，都希望能得到专业的照护。

年过八旬天津市东丽区居
民赵先生患阿尔茨海默病已有
3 年，找到专业、合适的照护人
员一直是赵先生家人心里的头
等大事。

在得知天津市东丽区金钟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为患有
认知症的老人提供专业服务后，
家人将赵先生送到了这里。“赵
先生喜欢独处，摆弄老物件，一
个人能坐一下午。”中心护理人

员王淑英介绍，对于赵先生这样
患有认知症的老人，护理人员会
通过做游戏、触摸物体等疗法来
帮助他们提升认知功能。

“太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
了，不仅义务帮我老伴儿做康复
理疗、心理疏导，还免费为我们
清洗空调。”日前，家住重庆市南
岸区弹子石街道富力社区的赵
女士紧紧拉着社工小卓的手，表
示感激之情。

原来，已年近七旬的赵阿姨
因老伴儿脑梗瘫痪，需要 24小
时在丈夫身边照顾，“我都很少
出门，就连买菜也不敢走远了”。

得知情况后，重庆即善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制订了“康复理
疗＋生活照料”服务计划，组织
专业康复师和护士、社工介入，
定期为赵女士的老伴儿提供情
绪疏导及家政清洁等服务，还帮
助其恢复了一些肢体、言语功
能。如今，他的手臂、腿部已经能
够缓慢伸展，甚至能够借助行走
辅助器独立站立，以及用简单词
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赵女士的
心理压力和照护压力也得到了
极大舒缓。

近年来，得益于各地努力打
通养老护理人才职业上升通道，
不断提升养老服务业整体水平，
养老服务人才发展环境已经得
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养老
服务人员在从业时仍面临很多
现实问题：薪资待遇低、社会地
位和认同度低、家人不支持等。

“身边人总说，你有手有脚，干什
么不好，给老人喂水喂饭，不嫌

丢人吗？类似的偏见深深伤害着
大家的工作热情。”一名养老护
理员无奈地说。

记者联系到曾毕业于某学
校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
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个行业目
前所能拿到的平均薪酬较低，工
作强度很高，再加上和老人打交
道往往需要更多耐心，因此，我
的很多同学在毕业后都选择了
从事其他工作，只有少部分同学
会坚持到养老一线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相
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并加快了
相关人才培养的步伐。

更好构建“一刻
钟”养老服务圈

近年来，各地着力加强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在
县（市、区）、乡镇（街道）层面发
展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扶持培
育连锁化、品牌化、规模化运营
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创新发
展社区助餐点、老年餐桌、社区
日间照料、家庭养老床位、养老
顾问等服务模式，从而更好构建

“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受访专家表示，构建“一刻

钟”养老服务圈，意味着将各项
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的身边、
家边和周边聚集。在走路一刻钟
的时间范围内，满足老年人日常
生活、医疗保健、社交等养老需
求。此类养老服务既保留了居家
养老的优点，又拓展了养老服务
的范围。

中午时分，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大沥镇沥东社区幸福院的
长者饭堂里已坐满了用餐的老
人。他们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
一边商量着下午的活动。幸福院
设有社区医院、幸福食堂、文化
活动室等，可为老年人提供康复
理疗和各种文化娱乐项目。

这样的社区幸福院目前在
南海区已有 200多家。南海区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南
海区将养老平台、服务网点、健
康幸福小站、居家养老服务、社
会企业等各类资源集中呈现，打
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为老年
人提供教育、文体娱乐、康复保
健、志愿服务、心灵慰藉、日间照
护等 10多种服务，让老年人的
居家生活更丰富、更便捷。

据光明日报

养老机构、护工费用太高，儿女又力不从心——

社区如何帮助照护居家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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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风润家，诚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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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家风传承”征文
主办：沧州市纪委监委

77 岁 的 潘 杰
家住沧州市运河
区邮政小区，自幼
酷爱绘画。经过多
年的练习，他画的
虾栩栩如生。

李文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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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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