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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美国设有

“居家养老院”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养老做

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拥有目前

世界最大的非营利性质的老年

照顾机构“居家养老院”。

该机构在全球有 8 5 0 个加盟

和独立的分支机构，为居家老人

提供保健、安全、帮助和生活照

顾服务。

“居家养老院”的经费来源

为社会各界捐款， 如沃尔玛、美

国银行等大公司都是这个机构

的主要赞助商。

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解决

老人饥饿问题，在美国 5 0 个州有

5 0 0 0 个社区分支机构，拥有美国

最庞大的义工队伍，每天都有 8 0

万至 1 2 0 万名义工将 1 0 0 多万份

热饭热菜送到行动困难或者无

法自己解决膳食问题的老人家

中。（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超 2000万 80岁以上老人需要社会照料

“养儿防老”拟变居家养老

拟立法确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昨日上午，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对家庭养老重新定位，将现行法“老年人养

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至此，我国已有 5 0 0 0 年历史的“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有望改变。

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张学

忠指出，我国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

过 2000 万，失能、半失能老人多达约

3300 多万， 对社会照料的需求日益增

大。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指

出，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

人口相继进入老年，“十二五” 期间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 800 万以

上，总量将突破 2亿。

伴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如何

从法律上将养老及其相关问题规范、切实

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已成为政府与全社

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我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

于 1996年。

草案对家庭养老重新定位， 将现行

法“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 修改为

“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

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

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 其形式主要有两

种：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上门为老

年人开展照料服务； 在社区创办老年人日

间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日托服务。

针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困难老人

持续增多、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新情况，

草案从现行老年法 6章 50条扩展到 9 章

86条，仅有 10条未作修改。

草案充实了赡养人对老年人给予精

神慰藉和医疗照料的内容， 创设了老年

监护制度， 完善了赡养协议的相关规定，

增加了家庭养老支持的规定。

草案规定要建立多层次的养老和医

疗保险体系，国家逐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障

制度，并对流浪乞讨、遭受遗弃等生活无

着的老年人的救助作了规定。

另外， 草案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

老年节。草案还针对现实中老年人住房等财

产权益易受侵害及老年再婚配偶法定继承

权难以保障等问题加强了对老年人的保护。

“九九重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 这一天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敬老爱

老内涵，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

社会影响力。这次国家拟以法律的形式明

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更加凸显

了敬老爱老尊老助老的重要性。 ”中国老

龄科研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说。

自 2010年以来， 我国已连续两年在

重阳节所在月份开展以“关爱老人，构建

和谐”为主题的“敬老月”活动。

专家指出， 像过去那种多子女

家庭来共同照顾老人是不可能的。

随着老人年龄增长，身体功能退化，

需要照顾而身边无人照顾， 这就体

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义所

在。

老人身边无子女或者子女照顾

不过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社区对老

人、 对家庭成员的支援就显得尤为

重要。 发展居家养老是针对老人独

居这一现象所作出的一个正确选

择， 国家应在政策和财政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

在“养儿防老”观念下，“中国式

老人” 的生存状态一直以来并不乐

观，尤其是近年来，“啃老族”、“争房

族”、“重组家庭族” 等现象不断出

现， 5 0 0 0 年的传统养老方式受到了

极大的挑战， 也对老年人的身心造

成很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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