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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养老机
构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
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河南省养
老 服 务 条 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明确规定了新建城镇居住
区、已建成的城镇居住区社区
养老服务配套建设标准，并针
对养老机构收取预付费、押金
等难题“定下规矩，对症下药”。

养老院怎么选？记好这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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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住养老院不知该咋选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老
人愿意入住养老院，但如何挑选养
老院，对老人和家属来说，是个难
题。

“养老院里是大锅饭，经常炒豆
腐豆芽白菜，很少吃肉。母亲不爱
吃葱，可饭菜里老有葱花。个别护
工还看人下菜，对家庭条件好、儿女
经常来看望的老人服务态度特别
好，对一些没钱身体又不好的老人
就爱搭不理的。”家住卫东区五一路

街道五一路社区的时女士说，她父
亲早年去世，母亲70多岁时曾在市
区一家养老院待过一段时间，不适
应，之后一直跟着她生活。

“母亲今年 85 岁了，全身瘫
痪，还有阿尔茨海默病，我天天陪
着她，累得浑身疼，头也总是晕晕
乎乎的。”时女士说，这几年她照顾
母亲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考虑过将
母亲送养老院，可“一朝被蛇咬，十
年怕井绳”，担心母亲住进去后“花

钱买罪受”。
“我先后考察了四五家养老院，

有的地方小人多，有的设施老旧环
境不理想，各方面差不多的价钱又
太高。”76岁的郭大爷家住市区新
华路北段，去年8月份老伴儿去世
后，虽然儿女纷纷提出要将他接到
自家居住，可他觉得不习惯，也不想
给儿女增加负担，但找个合适的养
老院并不容易，“家家都说自己好，
到底选哪一家合适呢？”

留得老人心 各自有“法宝”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
太阳……”9月13日上午，市区凌云
路与西苑路交叉口附近的溢福园老
年公寓大门附近的假山旁，10多位
老人正在副院长袁桃红的指挥下唱
歌。见记者拍照，老人们满脸喜色，
唱得更起劲了。

“公寓里总是这么热闹，与老姐
妹们一起，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87岁的马巧莲说。

这个老年公寓里生活着 60 多
位老人。袁桃红说，“注重老人的
精 神 慰 藉 ”是 该 老 年 公 寓 的 特
色。“儿女长期不在身边，刚入住

的老人难免会想家，工作人员会
想方设法发现老人的特长，并为
他们发挥亮点和特长提供机会或
场地，帮助他们尽快融入集体生
活。”

为了激励老人，老年公寓每月
评选出的“优秀院民”可以由院长开
车陪同出去“遛一圈”，并得到小奖
励和“流动红旗”。

“今日午餐，萝卜炖肉、红烧茄
子、茄汁豆腐、大米干饭、手工馒
头……”9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多，忙
完手边的工作，湛河区曹镇乡中鸿
颐养中心工作人员张海顺拿起手

机，将当天老人的午饭发到该中心
的“咱爸咱妈群”内。

“老人每天的饮食、活动、娱乐
等状况，我们都会及时发到这个群，
方便他们的子女及家属随时查看。”
张海顺说，该中心的特色是“贴心做
好以老人为主的家文化”，比如中心
有专门的厨师及营养师团队，推出
了加鸡腿、牛奶的糖尿病餐和没有
豆腐、海产品的痛风餐等，以满足不
同老人的饮食需求。为加强老人及
子女家属间的联系，该中心还推出
了“家属不定期与老人同吃同住”体
验服务。

体验加口碑 适合很重要

养老机构各有特色，如何为自
家老人选择适合的那一个？

袁桃红建议，首先要尊重老人
的意愿，除非老人完全不能自理。
自理老人可以选择收住自理老人的
机构或街道、社区办的综合养老中
心；失能、半失能老人更适合选择具
有专业医养照护能力和经验的机
构。另外，入住养老机构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情，还要结合家庭情况做
好预算。目前，我市养老机构的费
用一般由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等
构成，根据机构的评定等级以及老
人照护等级、机构性质等，每月费用
在一两千元到三四千元之间。除了

考察养老院的环境卫生外，护理人
员的素质也很重要。最好是体验后
满意了再做决定。

湛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
长郭宏伟认为，老人及家属选择养
老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
察：

一、养老机构的软硬件设施。
是否依法办理了养老机构许可证、
消防安全合格证明，《入住流程》《收
费公示》制度等是否完善。

二、护理保健医疗水平。通过
观察和交流了解护理人员的护理
经验，是否有爱心，查看其从业资
格、健康证明等，了解院方是否与

医院联合开辟有“绿色通道”，能否
及时妥善处理老人各种突发性疾病
等。

三、营养膳食。主要考察养老
机构能否兼顾不同老人的饮食习惯
及饮食风俗，餐饮从业人员是否有
健康证明等。

四、环境和交通。环境是否舒
适，是否利于老人精神放松和休息；
交通是否便利，子女看望老人是否
便捷等。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建议向入住的熟人或在养老机构工
作的朋友侧面打听下再做决定。”郭
宏伟说。

9月14 日清晨 5 点多，天还
未亮，家住新华区西市场街道
辉光社区的梅天顺老人轻手
轻脚地起床，先到阳台锻炼了
一会儿身体，再到厨房将早饭
做好，接着开始给瘫痪在床的
老伴儿洗漱、喂饭、洗尿垫、做康
复训练……

梅天顺老人今年76岁，5年
前，老伴儿因病全身瘫痪。不愿
拖累儿女的梅天顺与老伴儿住
进了养老院。护理人员照料得
很细心，女儿也经常去看望他
们。遗憾的是，这两年女儿搬新
家，距离这家养老院比较远。
为了能经常见到女儿，老两口
只好从养老院搬出，与女儿住
在一起。

“如果家中有病人的话，感
觉还是住养老院方便些。起码
一日三餐端到面前，喂饭喂药、
康复训练啥的，护工能搭把手。”
梅天顺说，照顾瘫痪病人的活儿
很烦琐，住进女儿家后，他与女
婿忙不过来，只好又请了个钟点
工。“好在附近有家养老院正在
建设，我没事时好去那儿转转看
看，打算建好后第一时间带老伴
儿住过去。”

与梅天顺有同感的还有他
的邻居王春远。王春远家住四
楼，是位独居老人。几年前，王
春远因脑出血偏瘫后，每天上下
楼买菜成了他生活中最难的事，
吃饭也是“一个人懒得做，啥时
饿了啥时吃，有一顿没一顿的”。

因为平时生活没规律，晚上
王春远总失眠。

“要知道住养老院这么方
便，我早来了！今年3月份我生
病全身不能动，吃喝拉撒全在床
上，自己都嫌脏。让养老院护工
照料，刚开始还怪不好意思的，
没想到人家一点也不嫌弃，一直
细心照料，直到我完全康复。”王
春远说，自从去年7月份他住进
市区一家养老院后，不仅生活起
居有人照料了，而且身边还有同
龄人陪伴，真是看啥啥美，吃啥
啥香，一觉睡到天明，就连多年
的便秘也好了。

入住养老院
生活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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