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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曙光

生、老、病、死是自然的法则，老
是生命最后的阶段，为儿女操劳一
生的老人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生
活，还需要健康、幸福，需要得到精
神慰藉，感受来自家庭、社会的尊重
和关心。

不久前，新城区将建我市首座
医养小镇的消息发布后，引发了许
多市民的关注，他们纷纷来电询问
养老社区的配套设施，表达自己对
养老社区的看法。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越来越多的人在买房时会考
虑到养老因素。究竟鹰城人在选择
养老房时最担心什么问题？他们最
在意什么配套？什么样的养老社区
更吸引鹰城人入住？记者走访了一
些市民和业内人士。

选房，越来越考虑养老因素

在平煤神马集团工作的梁女士
今年45岁，她家中姐妹3人，她是
老大，因此为70多岁的父母选择养
老房，一直是她非常关注的问题。

梁女士告诉记者，12年前，她在
市区新华路南段购买了一套房子，
起初父母距离她比较远，照顾起来
不是很方便，但是住在一起又因为
生活习惯等，常常发生一些口角和
矛盾。5年前，与她同幢楼隔壁单
元三楼的一个住户将房子出售，她
便再三与父母商量，买下这个二手
房，正好让父母与她住在一幢楼里，
方便互相照顾，又各自有相对独立
的生活空间。

“刚开始，父母不同意，觉得没
有必要买这个房子，后在我的再三
说服下，他们才同意将他们居住的
一套老旧不堪的40多平方米的房
子卖了，买下这个房子。”梁女士说，
现在她一直很庆幸当初做了这个决
定。两年前，母亲两次因病住院，都
因为她住得近，极其便利。

梁女士说，现在她又想换房子
了。“原因很简单，现在住的小区也
是老式小区，周边医疗配套不是很
到位，而且我们住的楼没有电梯，父
母年龄大了，容易磕着碰着，上下楼
的确很不方便。”她说，如果再换房，
就要选一个周边配套设施好、有电
梯、物业管理好的小区，这样也省
心，最好她与父母就住在上下楼或
住在一层楼门对门。

很多人像她一样，在买房时越
来越考虑养老因素。记者随机采
访了20位曾参加过报社看房团活
动的 45 岁以上的市民，其中 90%
以上的人在看房时，都会考虑到养
老的问题，对小区的绿化环境、配套
设施都会更在意。甚至还有四五位
市民的要求更进一步，他们会关注
房子里的一些细节设计是否考虑到

老年人的需求。比如，市区建设路
东段一家楼盘称，他们推出的公寓
里有适老化的设施，如马桶旁有防
止老人摔倒的把手，卧室里有紧急
按钮方便老人半夜突发疾病时通知
物业，小区里有适合轮椅上下的坡
道……

居家养老成主流
养老社区的需求大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房时，会关
注养老的因素？“因为绝大多数人会
在家里养老，而不会去养老院。所
以对家的养老设施要求越来越高。”
河南荣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相关人
士在聊到这个话题时告诉记者，他
们做过相关的调查，80%的75岁以
上老人是不愿离开家和子女的，居
家养老肯定是社会的主流，但有一
些老人因为疾病已无自理能力，他
们需要专业人士的照顾，而子女又
不在身边，他们又不愿意去养老院，
怎么解决？新型的养老社区由此需
求量越来越大。

家住市区南环路西段的葛女士
告诉记者，在传统观念里，如果父母
老了，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去，是很不
孝的行为，“好像把他们像负担一样
抛弃了，他们心里不好受，做子女的
也不会这么做。再者，老人最大的
快乐是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更喜欢
看到儿孙绕膝的情景，而不是孤单
单地去住养老院。”梁女士说，真正

去养老院住的老人，那应该是实在
没办法了。

从观念上看，绝大多数人不会
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因此选择居家
养老。但现实是，社会上的养老院
床位饱和，供不应求，也容纳不了更
多的老人。湛河区一家民办养老院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的百
十个床位已经满了，还不断有人预
约入住，无力承接。“因为我市已经
进入老龄化社会，整体需要养老的
人群庞大，但能满足这一需要的养
老机构显然还是太少，就算想来也
住不上啊。”这位负责人称，就现实
情况而言，社会养老机构从数量上、
质量上还没有完全跟上养老需求，
最大、最可行的发展趋势还是社区
养老。

据市统计局发布的我市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我市的
常住人口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31824人，占8.80%。按照国际常
用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即
意味着该国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
会，这表明平顶山市已经进入老龄
化社会。我市早在2013年就出台
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旨在建立与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满足不
同层次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

既让老人不离开家庭环境又能

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过上一种舒
适的、有尊严的居家养老生活，这是
未来养老社区展现的场景。

探索新型养老社区模式
让居家养老更多幸福感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让父母
住在家里，就是居家养老。错！新
式的居家养老概念不是这么简单
的。

不争的事实是，传统家庭养老
模式不能为老人晚年生活提供完全
的保障——两代人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念的差异，造成一些老年人和子
女难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现代社会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年轻人忙于工
作，注重生活品质、休闲娱乐和自我
发展，用来照顾老人的时间和精力
有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人们
在选择养老房时最担心的问题主要
有几个：一是医疗设施机构太远，突
发疾病不能及时得到救治；二是生
活配套不完善，上下楼、买个菜不方
便；三是周边缺少公园绿地，休闲锻
炼不方便；四是距离子女、朋友太
远，感觉孤单。

而新型养老社区，正是来解决
居家养老的这些矛盾和问题。

据了解，以我市首个医养小镇
项目舒山医养小镇项目为例，这里
将首先建立起一个二级专科康复医
院，该康复医院建成后，在提供康
复、治疗、医护服务的同时，还能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康复服务。同
时，它还建设有老年服务中心、老
年大学以及深入家庭提供基本医
疗服务的小型服务中心。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从社区的房屋建造开
始，都处处考虑老年人的需求，比
如淋浴室，配备有方便不能站立的
老人座椅、洗手台下的中空设计，方
便坐轮椅的老人洗手等。“在这里，
都是单层独院的房子，老人不必再
担心爬楼、坐电梯，前后院子能养花
种草，愉悦身心。”有关人士介绍说，
这是他们未来养老社区的一个探索
和尝试。

另外，不止这一个医养小镇的
尝试，未来鹰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
适合养老的社区。据了解，在湛南
新城已经有多个房企在规划以养老
为主题的社区，小区内各种适老化
的设计和配套服务将越来越多。在
采访中，不少房地产界人士表示，明
年平顶山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养老
型产品，许多房企开始转型介入养
老产业，令人期待。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许多45
岁-55岁左右的鹰城市民，都对这
样的养老社区十分感兴趣，因为他
们的孩子大多属于第一代独生子
女，将来面临的是孩子身在外地，自
己老两口孤单地在这个城市生活，
他们不愿去普通的养老院，对生活
品质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可能会成
为养老社区主要的消费人群。

买房养老，鹰城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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