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北京的王虹年近 70
岁，一直没有结婚，父母于几
年前离世。她不愿意让自己的
晚年在养老机构度过，于是选
择居家养老，自己照顾自己。

“前几年还好，除了腿脚
有些不便，每天早上出门买
菜，中午做饭打扫卫生，晚上
出去遛狗都没有问题，但现在
不行了。”王虹说，两年前，她
得了一场重病，此后身体越来
越差，走路要使用助行器，生
活不能完全自理。

王虹所在社区的社区工作
者刘先生告诉记者，王虹自己
根本没法下楼，平时需要的东
西都是社区工作人员买好后送
上门。她所在的社区还有好几
位这样的孤寡失能老年人。

所谓孤寡失能老年人，指
的是无配偶、无子女，无人照
顾，年纪超过 60周岁，丧失劳
动能力的老人，以及其配偶、
子女等仍然健在，但事实上孤
寡的老年人。与一般失能老年
人相比，孤寡失能老年人因身
边无人照护，往往面临着更多
生活不便或困难，甚至是安全
风险隐患。由于缺乏家庭内部
和社会外部的支持，因此很大
一部分孤寡失能老年人处在
没有人管、无人照料、老无所
依的状态中。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
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目
前，我国失能老年人约 3500
万。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失
能老年人将达4600万。在这一
趋势下，孤寡失能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不只是老人和照护人
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摆在整
个社会面前的难题。

孤寡老人青睐居家
邻居义工上门照护

山东省日照市的赵琳轻
度失能一年有余，年近90岁的
她居住在小镇的老房子中，考
虑到请护工成本高，赵琳只能
让邻居帮忙照顾自己。然而，邻
居只能做到搀扶她出门散步、
给她买点生活必需品等，洗澡
这种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来说具
有危险性的事，他们不敢做。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
比之前更加敏感脆弱。在中秋
节、春节这样的团圆日，她常
常会问我‘明天你来陪我吗’
这类问题，且需要反复确认才
能安心。”赵琳的邻居告诉记
者，自己也有家庭，很难全天
候去老人家里照护。

现年 68岁的曹军住在陕
西省安康市白河县茅坪镇，6
年前被查出患有糖尿病，但因
没钱，他并没有按照医嘱每日

注射胰岛素。确诊3年后，糖尿
病引发眼疾，曹军因此失明，
生活中很多事从此无法自理。

父母去世得早，且曹军一
直没成家，失明之后，曹军每
日只能待在家中，等待镇上的
义工或邻居上门送饭。久而久
之，曹军心里越发郁闷。

“虽然养老机构中有专业
的医护人员能提供照护，并且
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老年人，

在那里不会感到孤独，但是我
不想躺在养老院里去世，还是
希望百年之时能在家里。”曹
军说。

除了无配偶、子女，无人
照顾的孤寡失能老年人处于
养老困境中，一些有配偶、子
女等但事实上孤寡的老年人
也面临不少难题。

中国福利会老年福利发
展中心事业发展部主任何帆
在养老服务过程中观察到，一
些子女长期居住在海外，无法
在老人身边陪伴；或由于各种
原因，造成长者与其家庭成员
感情破裂，关系紧张，且与其
他亲属几乎不往来的独身老
人们，同样面临孤寡失能后的
养老难题。

缺少家庭社会支持
城市农村区别较大

据民政部统计，在养老服
务体系中，居家养老是我国的
传统养老模式，也是绝大多数
家庭和老年人的选择和意愿。
其中很多孤寡失能老年人同
样选择居家养老。

陕西省汉中市福利院“三
无”老人救助专员王先生告诉
记者，对中国人来说，居家养
老这一概念根深蒂固，老人住
养老院，面子上总是过不去。
另外，人们对社会化养老存在
认识上的误区，总认为养老机
构就是为了赚钱，甚至会虐待
老人，还是居家养老踏实、放
心。因此，即使很多孤寡老年
人已经失能，也仍然会选择居
家养老，而不是去养老机构。

然而，对于孤寡失能老年
人来说，居家养老并非易事。

“这一群体既缺乏家庭内
部的支持，也缺乏社会外部的
支持，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处
在无人照料、老无所依的状态
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
授穆光宗说。

他注意到，城乡孤寡失能

老年人存在较大区别。除一些
发达地区城乡养老服务公共
设施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外，很
多农村地区的养老公共设施
和公共照护服务资源配置尚
且不足。

比如，2023 年《中国民政
统计年鉴》显示，农村养老服
务 机 构 的 床 位 使 用 率 仅 有
42.36%，且多数机构仅能满足
具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入住，

照护失能老年人的能力有待
提升。另外，农村地区能为老
年人提供就餐服务的地方很
少，且难以维持，更不用说上
门居家照护服务。“这些都直
接影响到农村孤寡失能老年
人的生存质量。”穆光宗说。

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
研究中心教授郭林同样注意
到这一问题。他补充说，很多
农村居民分散居住，城市可以
利用人口聚居、资源丰富、公
共投入精准等优势打造出“15
分钟养老护理圈”，农村却难
以效仿城镇整合各项服务的
社区照护模式。

“虽然我国正积极建设探
访关爱制度，但是尚未出台覆
盖孤寡失能老年人这一特殊
群体的精神赡养政策，且在面
向老年人的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和精神文化活动开展方面
投入有待提高，导致照护焦虑
难以缓解。”郭林说。

创新完善基层治理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孤寡失能老年人的养老
问题，不只是老人和照护人需
要面对的问题，更是摆在整个

社会面前的难题。受访专家指
出，想要破解孤寡失能老年人
的养老难题，基层治理是关键。

在郭林看来，以创新基
层治理的办法保障孤寡失能
老年人老有所养，需要聚焦
三个发力点——

首先，以综合高效的社会
救助体系“靶向救助”低收入
孤寡失能老年人。依托大数
据，基于跨部门信息共享实现

“政策找人”，侧重在照护服务
方面对贫困孤寡失能老年人
施救，并强化补贴标准动态调
整和便民服务机制，做好兜底
保障工作。

其次，以分层分类的养老
服务体系精准满足孤寡失能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在面向孤
寡失能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中，侧重基本生活照
料、辅助性医疗护理、必要精
神慰藉等。在服务顺序上，优
先保障失能等级较高、自我保
障能力较弱的孤寡失能老年
人。在服务递送上，在城镇以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为抓手，丰
富探访助餐、助浴、助洁等居
家照护服务供给，打造居家社
区机构协调贯通的照护供给
格局；在农村以县、乡、村三级
养老服务网络完善为核心，强
化养老服务供需衔接、资源整
合，补齐农村孤寡失能老年人
照护短板。

另外，以多部门管理机制
创新提升孤寡失能老年人养
老保障效率。孤寡失能老年人
养老保障涉及部门多，协调事
项多，工作合力有待提升。对
此应当完善由民政部牵头的
养老服务部级联席会议制度，
提升长期护理保险、福利补

贴、救助供养等制度衔接性，
并由财政部门主导，做好财政
资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等
大口径资金的年度预算与归
口管理工作，并引导保险、信
托等社会资金注入活力，实现
孤寡失能养老保障工作的筹
资多元化。

最后，要完善家计调查与
社会信用体系，精准划分特
困、低保和低收入老年群体，
优化分级分类标准，准确评
估老年人的失能等级，完善
孤寡失能老年人的分类识别
体系。

何帆说，随着意定监护制
度以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的出现，在社会制度建设体系
中，逐渐建立起了孤寡老年人
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虽然由
于文化认同、家庭伦理、经济
支付能力的限制，但是在今后
配套政策的发展逐渐跟进后，
将成为解决孤寡失能老年人
养老困境的创新举措。

“孤寡失能老年人的养老
出路在于建设集中供养和机
构养老，将孤寡失能老年人的
养老办成公共慈善事业。政府
也应出台政策和资金支持，鼓
励民间私人慈善养老事业的
发展。针对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相关部门应规范养老护理
员市场，有效监管护理员行
为，使有条件的孤寡失能老年
人能够享受到优质、贴心的市
场化养老服务。”穆光宗说。

王先生结合自己的实践
经验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完善
综合协调机制，将做好孤寡失
能老年人的养老工作纳入相
关部门绩效考核评价内容，确
保得到有效落实。完善孤寡失
能老年人养老财政投入政策
和多渠道筹资机制，加大预算
内投资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孤寡失能老年
人养老服务。建立市、县、镇、
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服
务供给。

“还要明确老年友好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规、标准和规
范，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
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
推进，让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
更加安全方便。加大对道路交
通设施、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老
年人住宅等适老化和无障碍
改造力度。提高适老化改造补
助标准，降低县区配套补助资
金比例，鼓励更多社会家庭开
展适老化改造。盘活和整合资
源，为孤寡失能老年人提供文
化体育活动场所。”王先生说。

在王先生看来，目前正在
实施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集中照护工作，政策覆盖面较
窄，救助对象范围较小，仅为
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
经评估为完全失能等级的老
年人。应进一步放宽入住条
件，将经济相对困难的孤寡失
能老年人、城乡事实无人赡养
失能老年人纳入集中照护范
围，同时适当提高入住机构补
助标准，提升困难失能老年人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文中受访老年人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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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便不愿去养老院，邻居义工照护时间有限……

如何让孤寡失能居家老人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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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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