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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你如何养老？

———我市养老现状调查

晨报记者 苗苗侯韶莹文 / 图

近日，记者对浚县黎
阳镇西杨玘屯村村民的养
老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
中，只有 33%的村民对自
己以后如何养老表示担
心，而 67%的村民都表示
对此不太担心。“我有几个
儿子，家里也有地，老了
饿不着就中了。”就像这
位姓王的村民所说的那
样，在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的农村，“老了饿不着就
行”是很多村民唯一的要
求。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
文化程度越高的村民，越
倾向于认为养老应该靠自
己；而与男性相比，女性
更倾向于依靠子女。此
外，不少村民也表达了可
以依靠亲戚养老的想法。
在村民们的观念中，依靠

养老保险来解决自己的养
老问题似乎只是富人才会
选择的方式。

如今，依靠土地和子
孙养老已经不再是农村老
人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
他们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
险来消除自己的后顾之
忧。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
到，相对于市区居民而言，
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尚没

有打开市场。
而在市区，60％的受

访者都表示已经购买了养
老保险，有 17％的受访者
表示正打算购买相关保
险。相对于市区居民而言，
由于受到传统“养儿防老”
观念的影响和相对较低的
生活水平的限制，依靠儿
女和亲戚来养老仍是农村
养老观念的主流。

老有所养是每个人的
心愿。在对市区居民的采
访中，约 53.2％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老了以后生活水
平会有所下降。其中，部
分受访者担心自己会未富
先老，而约有 58％的受访
者则担心自己老了之后会
成为孩子的负担。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
中，人老之后应该待在家
里享受儿孙的照顾。但随
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传
统的养老模式受到了很大

的冲击。在人们无法兼顾
工作和老人的情况下，去
养老院成了一些老人的选
择。在养老院里，老人们的
生活起居全由专业人员负
责，老人们也可以和同龄
人在一起聊天、娱乐，可以
避免独自待在家的寂寞。

但受到传统养老观念
的影响，多数人对于把老
人送到养老院的做法还不
太接受，而大多数老年人
也不太愿意去养老院。老
年人不愿意去养老院养

老，多半是怕别人笑话自
己没人养。而在儿女们的
潜意识中，把老人送到养
老院也不是件光彩的事
情。“有段时间，我也是住
在孩子那儿。可一到白天
孩子都出去了，我还是一
个人在家。”现在在养老院
养老的高大爷告诉记者。

据我市一家养老院的
负责人介绍，除了个别老
人是因为家庭矛盾住养老
院外，绝大多数老人都是
为了减轻子女负担而自愿

住进去的。他认为，市民应
该逐渐转变对养老院的看
法。养老问题是一个社会
问题，不是只有儿女才可
以承担。

此外，记者发现，不管
是在农村还是在市区，储
蓄依然是多数人的养老保
障之一。80％的受访者表
示打算用自己的储蓄来养
老。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
“我现在存的钱，除了给儿
子买房外，其他的都准备
老了花。”

在浚县一家养老院采
访时，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农村的大多数孤寡
老人宁愿在亲戚家住，也
不愿意住养老院，所以他
们那儿的很多床位一直都
空着。
“养老保险金？我们这

些没工作的老农民办那个
干啥？还不如趁自己能干

动的时候多干点活，省得
以后给儿女添麻烦。”当被
问及是否想过办理养老保
险时，浚县白寺乡的王大
爷这样回答记者。王大爷
已是花甲之年，在农村跟
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他的
另外两个儿子都在浚县县
城，他们曾经表示要把王
大爷接到城里享享清福，

但王大爷不想离开自己种
了几十年的地。王大爷告
诉记者：“养老保险啥的我
也不懂，我也没打算办那
个，都是乱花钱，儿子们
给我的钱就够我花了。”
记者了解到，在农村，像
王大爷这样养老的老人很
多。

上世纪开始推行的计

划生育制度改变了农村过
去孩子成群的状况，家庭
成员的减少使部分家庭的
养老问题逐渐突显出来。
1978 年以后，我国的户籍
管理制度进入半开放期，
农村青年有了外出务工的
机会，以家庭养老为主体
的农村养老模式受到了冲
击。

在市区，许多老人退
休后，每个月都能从单位
领到一定数量的退休金，
这基本上能满足老人们的
日常生活需要。此外，由
于在市区，大多数老人的
儿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并且
多半都工作繁忙，所以老
人们通常更容易接受去养
老院养老，从而减轻儿女
的负担。

山城区的何先生今年
已经六十多岁了，从我市
某事业单位退休后，每个
月都能领到一千多元的退
休金。他告诉记者：“我
平时也不怎么花钱，这些
退休金足够我花了。我的
几个儿女家里都有学生，
他们也不容易，我现在行
动还方便，不想麻烦他

们。以后动不了了，我就
请个保姆或者住养老院就
中了。”

对于市区里那些没有
退休金的老人而言，除了
居住在儿女家，靠儿女养
老外，很多老人也会赞成
到养老院或是老年公寓养
老。此外，也会有人选择
购买养老保险。

记者了解到，在市
区，一些居民还倾向于以
房养老，但这种以房养老
不同于专业意义上的以房
养老。

专业意义上的以房养
老被称为“倒按揭”，即
一定年龄以上的老人，可
以将自有的产权房与公积
金管理中心进行买卖交
易，由老人一次性收取房

款，公积金管理中心再将
房屋返租给老人。“倒按
揭”在国外已经发展得比
较成熟了，但这种“60 岁前
人养房，60 岁后房养人”的
新型养老模式在我国还没
有被广泛接受。

目前，在我国，“子承
父业”、“养儿防老”的传统
观念是“倒按揭”养老模式
推广的主要阻力。“儿子养
老子，房子给儿子”在多数
人的眼中都是天经地义
的。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只
有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
下才会选择以房养老，否
则还是会把房子留给孩
子。

记者对新区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 23 位市民进行
了采访，受访者都是有未

成年子女的家庭。
记者了解到，对于一

些子女较多的家庭来说，
老人通常会把房产留给愿
意照顾他们的子女。让他
们担心的是，如果不把房
子留给子女，而是抵押出
去，子女很可能就不照顾
他们了。

“我家的房子是三室
两厅的，我们老两口住不
完，就把另外两间租出去
了，每个月的租金差不多
就够我们俩花了。”正和老
伴儿一块儿散步的刘大妈
告诉记者。

目前，我市存在的“以
房养老”方式主要也是指
这种依靠收取房屋租金来
养老的方式，而非专业意
义上的“倒按揭”。

据了解，目前，我
市 60 岁以上老人的平均
受教育程度较好，对新
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比较
强。为了不给子女造成
负担，不少老人会选择
入住养老机构。与此同
时，养老机构也在不断
完善自己的各项服务和
设施，以尽量为入住者
营造舒适的休养环境。
一些老年公寓按照养、
医、娱结合的原则，设
置了医疗、康复、健身、
书画活动室，并聘请了
专业护理人员，让老人
颐养天年。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我市部分养
老机构目前甚至出现了
老人排队等着入住的现
象。

记者在某老年公寓
采访时，看见一位护理
员正在组织老人们唱歌。
她告诉记者，老人是最
怕寂寞的，入住老年公

寓的话，可以和其他老
人一起聊天、打牌、看
电视、唱歌，比起独自
待在家，心情要好得多。

市民顾先生和妻子
两人白天都要上班，他
的父亲就只能一个人待
在家里，不仅没有人照
顾，也比较寂寞。去年，
他和妻子商量着把父亲
送到老年公寓去，“他
死活不愿意去，还说我
不孝顺，不养活他。”顾
先生对记者说。最后，
两人跟父亲好好沟通了
一番，父亲才答应去老
年公寓。“现在我有时候
想接他回家住段时间，
他都不愿意回来了，他
说在家没人跟他玩。”

该老年公寓的一位
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市
人口的老龄化，市区的
老人越来越多了，这让
他们对养老事业发展的
前景充满了信心。

社区养老，是家庭
养老和专门机构养老的
结合物，即让老人住在
自己家里，由社区的有
关服务机构为老人提供
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
这种以社区为主导，以
家庭为基地，建立家庭
养老与入户护理相结合
的社会养老方式将是今
后我国解决养老问题的
大方向。

2007 年，郑州市金
水区推行了居家养老模
式，由政府财政每年提
供 100 万元资金，该区
60 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和
494 名空巢老人，都能享
受这种居家养老服务。

目前，许多城市都
开 始 在 社 区 全 面 推 广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
辖区内高龄、独居的困

难老人，都可以享受到
由政府出资购买的上门
服务，由社区落实家政
服务员，所需资金列入
政府年度财政预算。这
种养老方式可以让空巢
老人既不离开自己的家，
又能安然养老。

城市社区和农村社
区 （即老年人生活的村
庄），是家庭养老功能丧
失时的最佳接替者。随
着人口的老龄化和传统
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弱
化，老年人特别是高龄
老人对社会福利和社区
照料服务的需求将不断
增加，养老将更多地依
赖于社会，依赖于社区
养老服务功能的完善。
因此，社区养老服务也
将成为今后我国老年人
养老的主要模式之一。

农村养老观念：依靠儿女和亲戚仍是主流

城市养老观念：进养老院逐渐被接受

农村养老资金的来源：儿女/亲戚/土地

城市养老资金的来源：退休金/儿女/房租

每个人都会变老，你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什么样的设想，你又准备怎样实现

自己的设想呢？ 是养儿防老，是以房养老，还是以保险养老？ 我市老年人目前的养

老状况如何，人们的养老观念又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

社区养老：家庭养老功能退化中
的最佳接替者

对老年公寓的态度：来时不愿来，
走时不愿走

下半辈子养老

上半辈子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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