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癸巳年六月十九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居家养老服务站丰富老人生活
!

张云

“常回家看看”入法，老人的精神赡养有了法律保障，但毕竟

子女工作忙，老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社区和邻里之间

的照顾。日前，记者前往琵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探访聚集在

那里的老人们的业余休闲生活。

记者在琵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看到，这里的设施比较齐

全，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休息室、娱乐活动室、健身房、乒乓球

室和法制宣传厅等，厨房等配套设施正在建设完善中。该站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每天早晨5点就有老人到健身房锻炼身体，到了

下午，老人们则在服务站各个活动室内打牌、下棋、阅读、聊天

等。记者下午3点半赶到居家养老服务站时，几位老人正在活动

室内边打牌，边闲话家常，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今年70岁的周士元老人是琵琶社区的老居民，每天下午他

都会来到居家养老服务站，与几位老伙伴一起打牌、下棋、聊天，

雷打不动，已经坚持了好几年。“天气热，天天待在空调间里吃不

消，我又不喜欢打麻将，就每天过来晃晃，大家一起聊天、下棋，

比闷在家里舒服多了。自从服务站装上电脑、通了宽带，我有时

候也过来上网，浏览新闻，了解外面的世界，虽然退休了，也要多

了解新鲜事物，否则跟不上形势。”周士元笑着告诉记者，最近一

段时间气温较高，午睡结束后，他都会过来下下棋、看看书、上上

网，等到傍晚再回家。他还经常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宣传社区的居

家养老服务站，不少老同事听说后也经常过来玩，都说比看电

视、打麻将有意义多了，既能交到朋友，又能给自己充电。

坐在一旁的祝长源老人接过话茬说道：“我们一群人约好了

天天来聚聚，哪天谁家里有事不能来，是要抽空请假的，不然其

他人会念着的！”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让祝长源最为称道的

要数“百姓讲堂”，每月10日，“百姓讲堂”开讲的日子，祝长源都

早早来占位子，回去后还给老伴讲学到的知识。“‘百姓讲堂’讲

的知识都是老人用得到的，比如老年人健康讲座、拒绝保健食品

虚假宣传，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我们老人也要

与时俱进！”祝长源表示。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志愿者们还经常上门陪老人

拉家常、帮老人打扫卫生，为老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

今社区里的老人生活条件好了，物质上不愁吃穿，对精神文化生

活的需求则越来越高，尤其是“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精神

赡养尤为重要。为此，社区工作人员除了关心老人的生活，还手

把手教老人上网，让老人可以与子女视频、聊天。可以说，社区居

家养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精神赡养的作用，让老人在没有子

女陪伴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充实的晚年生活。

据了解，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已在全市推广开来，经过不断完

善，已成为我市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重要模式之一。截至目前，

我市已有18个城区社区、152个行政村建立了居家养老服务

站。这些居家养老服务站集健身、休闲、学习于一身，还各自推出

了许多特色服务，丰富了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真

正让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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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这起对“常回家看看”诉请的判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后的国内首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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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本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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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玮玮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一

曲《常回家看看》曾温暖了很多人的心。但是，也有人因为

工作忙等原因很少回家，从而酿造了“独居老人家中离世

多日竟无人知晓”的悲剧。从本月 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新法规定，子女

今后不常回家看望或者问候父母将构成违法。对于这一条

例的出台，社会各界是如何看待的？现实中，要通过法律的

维系，把“常回家看看”变成现实，究竟能否如愿？对此，记

者进行了采访。

孝心不能用回家的频率来衡量

今年34岁的黄女士是安徽阜阳人，7年前随丈夫来高邮工

作，后扎根在了这里。黄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由于交通不太方

便，加之夫妻两人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只有每年春节时才能

回家看看父母，有时候遇到年底厂里加班，甚至连春节都回不

去。近几年，随着夫妻两人工作的逐渐稳定，生活条件也在改善，

在高邮也有了住房，基本上节假期有时间他们都会回去，有时候

还把父母接到高邮住上几天。然而，即使这样，黄女士的母亲还

是不满意。“她常劝我，有机会还是回家乡发展，这样离亲人近。”

黄女士无奈地说。对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黄女士表示此前并不太了解，她认为，新法的颁布再次提

醒了她们这些做子女的年轻人，在忙于工作的同时，要更多关注

家中老人的精神赡养，平时应尽量找点时间多看望、多陪陪家中

老人。

提起回家，目前正在苏州工业园区打工的高邮姑娘小陈感

慨颇多。“大学毕业后，我就和男朋友离开父母来到苏州工作，虽

然苏州离高邮距离不远，但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除了国庆和春

节两个长假，平时根本没时间回去。”小陈表示，她有很多同事都

是外地人，有的同事因忙于事业，很多年都没有回去看望父母

了。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她时，她表示，不常回家，不是不孝顺，而

是现实生活所迫。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空间的距离和工作的繁忙是如今许

多年轻人，尤其是在外地打拼的子女回家尽孝的主要阻力，而

对于许多与父母同城的年轻人周末探望父母情况较为普遍，尤

其是时下不少80后、90后的小夫妻，即使与父母不住在一起，

也常回去蹭饭。“烦死了，我还希望他们少回来呢。”一些父母在

接受采访时笑着说道。

孝顺关键是要把我们真正放在心上

记者从市民政部门了解到，截至2012年底，我市60岁以上

老年人口总数为1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0.5%，这意味着我市

平均5人之中就有一位是老人，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已越来越

突出，那么作为父母，他们如何看待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今年76岁的刘大妈“独居”多年，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儿媳

在高邮上班，女儿和女婿在江都工作。老人告诉记者，她和儿子

住在一个小区，每天一日三餐都是和儿子一家在一起吃。在江都

工作的女儿虽然每周定期都回来看她，每次也都带不少营养品，

但看到女儿在高邮江都两地来回奔波，自己很心疼，她常劝女儿

只要自己身体好，少回来看一两次也无所谓。“只要子女将我放

在心上，哪怕不能经常回家看看也无妨。”刘大妈说。

记者了解到，在文游社区，还有许多和刘大妈家情况相似的

家庭，当记者向老人们介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时，他们认为这是件好事，同时也坦言，现在社会竞争

压力大，子女找份工作养家糊口不容易，所以能不能定期回家尽

孝不重要，重要的是子女有没有真正把他们放在心上。“只要没

事的时候记得与我们通通电话，让我们知道他们的近况，就行

了。”老人们说。同时，他们也向记者表示，即使子女不常回家，自

己最多嘴上抱怨抱怨，为人父母，都希望儿女们能好好工作，平

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

刚性条文难以刚性落实

慰藉老人需多方助力

江苏金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谢金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般来说，老年人和子女之间需要诉诸法律的矛盾主要集中在

赡养费的支付、家庭财产的分割等物质层面。现在，国家将“常回

家看看”写入法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对老

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更关注了，也唤回不少亲情。谢金荣认为，

依据相关法律条文，“经常”并没有具体明确的量化标准，而法律

条文不适合也不可能规定具体相隔时间，不能用法律硬性要求

子女回家探望老人的时间间隔，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

一定难度。

市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吴向东告诉记者，精神赡养是老年

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层面。过去，在法院所承办的民事案件中，常

有老年人提出赡养诉讼时，附带要求子女常回来看看。现在，这

一新法的实施，为老年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新条

款规定较为笼统，在本质上没有增加任何新的法律上的义务，

对那些忽视、冷落父母的子女也暂无具体惩罚措施。吴向东认

为，该条款只是一个宣传倡导性的行为规范，不存在强制执行

落实的问题。

我市开发区某企业人力资源部杨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要想让“常回家看看”真正落实到实处，国家相关部门必

须要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出台。“虽然国家规定员工应有探亲

假，但实际上，公司只规定，外地员工进入企业第一年时有 3

天探亲假。而年轻人在工作中加班加点又是常事，在事业和

亲情之间，做父母的一般来说，都支持年轻人先选择事业。”

杨主任说。

巾帼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负责人顾金明认为，仅靠一纸

法律条文并不能完全解决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据他介绍，该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服务的300多名老人中，存有心理问题的

老人不在少数，而这仅靠子女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心理专业人员

予以疏导治疗，需要社会形成重视老人实际需求的氛围，更需要

各方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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