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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平顶山一八旬独居老太死亡多日才被发现令人叹息

父母可安好 你是否牵挂

在平顶山闹市区，一位 8 1 岁的独居老太太躺在被窝里，死亡多日后才被发现。 连日来，

这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引起了很多市民和网友的关注。 民政部统计表明，城乡“空巢家庭”

已超过 5 0 % ，部分大中城市老人独居率达到 7 0 % ，比例之高，令人吃惊。中央文明办的有关数

据证实：我国独居高龄老人中， 5 0 % 常年患病，3 0 % 有心理问题甚至抑郁症。 在重阳节到来之

际，在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的现在，让我们去关注老人，更加关注独居老人。

事发小区位于平顶山市五一路社区，也叫一矿家属院，是个建成 20

多年的大型居民小区。 小区的 10号楼下，几名邻居介绍了相关情况。

死亡的老太太姓陈，81岁，身体没啥毛病，靠捡破烂儿为生。她的老

伴是平煤二矿的退休矿工，3年前去世，平时她就一个人住。 前几天，对

门的邻居发现好几天没见老太太了，敲门没人应，就找来她的儿子，这

才发现，老太太已经死亡多日了。

“当时，她二儿子来了，没有家里的钥匙，搬来梯子翻进屋一看，老太太

躺在被窝里，身体都腐烂发臭了……”一位 60多岁的大娘说，当天老太太

就被送去火葬了。

邻居们说，陈老太太养有两条狗和两只猫，平时捡破烂儿也带着两

条狗，去世后，两条狗一直呆在她的屋里，也不乱叫。

在陈老太太所住楼下，至今遗留着老太太捡来的破烂儿，一黄一黑

两条狗卧在旁边。

10月 21日下午，记者在五一路菜市场，找到了与陈老太太对门居住的

闫老太太，两人平时关系最好。

闫老太太介绍，平时，陈老太太每天都会早起，到周边拾破烂儿，然

后在楼下收拾后卖出去。

陈老太太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年龄大的有 60 多岁，年龄小的也

40多岁。儿女们也经常来看她，就在今年中秋节，晚辈还来看望过。也有

孩子曾提出接她一起住，但老太太不愿意。

闫老太太说，陈的老伴 3 年前去世，每月她能领 1000 多元的抚恤

金，但她舍不得花，每天都捡破烂儿，还会到菜市场捡菜捡肉，“好一点

的煮煮自己吃，坏一点的喂狗和猫”。 长期捡破烂儿，陈老太太的屋里经

常飘出臭味。 平时在小区里，她也不怎么跟别人交流。

孙学士还提议，在呼唤子女多付出的同时，社会应该逐步

建立起以社区关照为主的横向关照模式。 比如统一给独居老

人配备联系电话，安装警铃之类的求助工具，为独居老人建立

登记制度，将独居老人的病史等相关资料登记在案，也可以参

照“结对帮困”，由社区内或者社会上的志愿者和独居老人结

成对子，定期上门关心帮助老人。最根本的是建立一个关注独

居老人的体制和网络，并保证密切联系和信息畅通。

接受采访时

老人劝记者

常回家看看

10 月 21 日， 央视记

者在北京采访一位 71 岁

的老人和他从天津来探望

的 80 岁姐姐时，问现在最

在乎什么？ 那位看起来很

硬朗的 80 岁老奶奶称，年

龄大了，不希望活着。原因

是现在的孩子不像从前，

从他们身上感觉不到温

暖。据介绍，她有三个女儿

都住在天津。 当记者问希

望女儿们为她做点什么，

她回答：什么也甭做，就回

家看看，多交流交流。“我

死倒不怕，只希望多交流，

现在有话没地儿说”，老人

对记者说，“你们也是年轻

人， 所以希望你们常回家

看看。 ”

（综合《大河报》、央视）

躺在被窝里，八旬老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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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按摩 + 身体检查 = 关爱老人

实际上，独居老人死亡多日才被发现的事情，在全国多

地都发生过。

10月 21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河南大学老年学研

究所所长孙学士。“独居老人的数量，呈现一个上升趋势”，

孙学士说，“六七年前做过一个课题，开封市区 50 多万老人

中就有 4万名独居老人”。

孙学士建议，独居老人要培养兴趣，广交朋友，经常串

串门，聊聊天，克服“独居心理”。 独居老人的子女也应该付

出更多，平日里多和老人保持联系，每年给老人做几次全面

体检，注意身体疾病。

此外， 河南省人民医院有关专家提醒， 老人有心血管

病、脑血管病，需要定期做体检；注意感冒发烧等小病症，不

及时治疗，会增加造成代谢紊乱的可能性；家人应留意老人

吃药情况，多咨询医护人员。

呼唤形成社会关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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