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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太辛苦 薪酬亦不高 社会地位低

养老护工难招期待政策扶持
“以前我们都是非卫校学生不招，现在连

下岗职工都不愿意来，老年护理人员严重紧
缺，真是比年轻人找对象还难。”昨日，郑州恒
爱老年公寓院长张丽萍一见记者面就诉苦。
老年护理人员难招，已经成为制约养老机构
发展的瓶颈。

招工难题困扰养老机构
玲玲是郑州一家老年公寓的护理人员，6

年来一直护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帮老人
穿衣服、洗脸、喂饭、擦拭身体、倒屎倒尿，跟
她一起来的同伴儿早就离开了这里。“工作太

辛苦，有时候 24 小时都不能离开，挣钱也不
多，还没什么社会地位。”玲玲说。

说起招工难，郑州晚晴山庄老年公寓负
责人金凤也有一肚子苦水，由于护理人员紧
缺，不少护理老人的工作都是她亲力亲为。
据她介绍，院里老人平均年龄80多岁，80%生
活不能自理。“护理工太不好请了，只要是有
招聘会我们就去，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人
认为伺候老人就是端屎端尿，又脏又累，陈旧
世俗观念也使社会上对养老护理人员的工作
存在偏见，因而很多人不愿做或做不长。”说
起这些，金凤也很无奈。

据悉，我市现有养老机构 32 家，其中大
部分为民营养老机构，总床位约 4000 张，护
理人员不足 1000 人，其中一家养老机构统
计，去年，有17%护理人员另攀高枝。

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扶持
“开养老院不愁没人住，只愁找不到好护

工。”一家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说。他认为，要
留住专业护理人员必须提高薪酬，但养老是
公益性行业，仅靠养老机构有点力不从心。

身为市人大代表的郑州爱馨老年公寓负
责人豆雨霞提交议案，建议将养老护理人员

列入社会公益性岗位，每人每月享受 650 元
的政府公益岗位补贴，力争人均月薪提高到
1400元左右。

“要想稳定护理人员队伍，解决护理人员
的培训及待遇、三金等问题至关重要。”二七
区民政局副局长杨建民建议，对于养老护理
人员，政府可按技术等级给予不同补贴。

市民政局老龄处处长刘学刚表示，将养
老护理人员纳入政府公益性岗位，进一步加
大对养老机构的投入，改善养老机构的环境
设施，这样才能做到让从业者愿意来，留得
住，干得好。 本报记者 郑磊安群英

报纸相伴人生路
张玉海

199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城市老城区一
所中学教书。略显单调的生活与年轻激越的心
相碰撞，我拾起丢弃多年的业余爱好——写作。

那时省会公开发行的报纸很少，夜深人静
时，在台灯下把文章认真地写在方格稿纸上，第
二天到邮局寄出去，就寄出了自己的一份心
愿。一些文章陆陆续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但我
最想发稿的《郑州日报》（原《郑州晚报》）却一直
没有发稿，这一度让我很苦闷。

1992年的一个上午，我照常到传达室翻看
新到的《郑州晚报》。突然，在教育版看到了我
的名字。文章的题目是《教可教 非常教》。拿
着报纸，潸然泪下……从那之后，我的文章常常
见诸《郑州晚报》。每一篇文章都激励着奋斗的
步伐，1995年，通过公开选调考试，我迈入团市
委机关的大门，开始携手全市青年共同追求人
生理想的阶段。

1998年至2001年年初，我负责团市委外宣
工作，其间对我支持最大的是新闻界的朋友，

“跑团口”的记者大多成为我的好朋友，闲暇时
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这中间，《郑州晚报》对
我工作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最难忘的是2000年，东区世纪花钟被毁事
件引发市民文明功德大讨论，书记找到我说:

“市委领导批示，明天要上《郑州晚报》头版的倡
议书由你来写，前面同志写得不理想。”凌晨 2
时，书记拿着我的文稿说：“好！稿子我派其他
同志送到晚报社，你可以休息了。”这篇文章是
我写过的无数文章中的一篇，文中提出的“三管
六不”后来成为《郑州市民文明公约》的一部分。

今天，我已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默默中，《郑
州日报》就像一位老朋友一样伴我同行。之所
以还能一直坚持自己“努力奋斗、快乐生活”的
人生原则；之所以还能一直坚持自己“用青春和
热血书写人生壮丽的诗篇”的信念，是因为有

《郑州日报》的支持。
感谢新闻界的朋友们，感谢《郑州日报》，感

谢那些曾经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
坐看云起，阅尽沧桑，让我们一起踏上新的

征程！

专骗老人 屡屡得手

“江湖神医”栽了
本报讯（记者 高凯）以“神医算命”为

诱饵，一个由 6 人组成的诈骗团伙专找老
人行骗，并屡屡得手。5月24日，当他们再
次行骗时被民警遇到，民警随即对行骗者
展开抓捕，昨日，该诈骗团伙涉案情节水落
石出。

5 月 24 日，金水刑侦四队民警执行完
任务途经红旗路与政七街交叉口时，看到
一名妇女和一位老太太在银行取钱。取钱
过程中，这名妇女不停地向马路对面站着
的 3 名妇女张望。民警目睹这一幕后，立
即想到近段时间有群众反映，一诈骗团伙
屡屡行骗老人，想到此时，民警就此埋伏在
附近。

10分钟后，当老太太取完钱交给跟着
她的妇女后，就和这名妇女告别。之后，这
名妇女马上到对面和另 3 名妇女会和，而
在这 4 名妇女交谈时，又过来两名骑自行
车的男子，6 人在一起交谈后，准备离开，
这时埋伏在附近的民警立即上前抓捕，最
终6人全部被擒。

成功抓捕后，由于该团伙涉案众多，民
警不得不一一询问，并找到相关受害人，同
时刑侦队还派出民警搜寻 6 人骗来的财
物，直至昨日，涉案情况全部水落石出。据
该团伙成员李某讲，他们在行骗时，一般是
先派一个人到街上寻找“目标”，然后再向
受骗者打听认不认识某“神医”，之后以花
言巧语邀受骗者一同找“神医”，最终通过
另外几名妇女相互配合，将受骗者的钱骗
走。目前，6人均已被刑拘。

长途公交安检
日志不全停运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陈思 通讯员 沈豪
杰）11 日上午，交警三大队民警在郑州长
途汽车中心站，对长途公交车进行出站安
全检查，现场传授乘客遇到危险时的逃生
技巧。经过民警检查，每一辆出站的长途
空调公交车上都配备了灭火器、6把安全锤
等安全装备，设施齐全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民警李迅告诉记者，长途公交车每辆
车都有安全检查日志。驾驶员早上出车、
晚上收车都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并且
记入日志，公司安检员进行盖章查检。车
管民警对客运车辆进行每月检查、季度检
查和临时检查。民警发现长途客运公交日
志不全的情况，将不允许该车辆出站营运，
从根本上杜绝因为车辆安全设施不齐全，
引发的事故。

民警们和消防战士在长途空调公交车
上，现场教授车上乘客，在遇到车辆发生危
险时，如何使用安全锤、如何敲击车窗玻璃
以及如何逃生的技巧。

耐人寻味的装修风波
本报记者 刘招

家庭装修尤其是二次装修往
往带来一些后遗症，噪音不断、渗水
不止、墙面开裂等问题，打乱了邻里
正常生活，如果处理不当，还易引发
纠纷。但上周发生在某小区的装
修风波，却耐人寻味。

上周五下午，市民陈小姐下
班后回家，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满地狼藉，挂在墙上的钟表掉下来
摔得粉碎。陈小姐以为家里进小
偷了，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是隔壁
邻居装修惹的祸。装修队用电钻
在公共墙上钻洞，不但震坏了自家
的钟表，墙面上还裂了几道缝。

第二天早晨6时多，酣睡中被
一阵刺耳的电锯声吵醒，陈小姐
下意识地用被子蒙着头，噪音小
了很多。可是没多久，一阵“咚
咚”的响声让她一个骨碌爬了起

来，“咋回事，地震了，床都晃
了！”“瞎咋呼啥，咱隔壁装修
呢！”陈小姐不耐烦地回答丈夫，
顿时睡意全无，便穿衣下楼。楼
下，几个健身的老太太也正在抱
怨这事儿。

“吵死人了，俺孩子辛苦一周
了，就指望周末睡个懒觉，你看，
这么一折腾，全都没法休息了。”2
号楼的王大妈向来心直口快。“你
看看这楼道里，根本就没法过，横
七竖八地躺了一堆拦路虎，下个
楼也得‘翻山越岭’。”6 楼的刘大
妈很幽默。

“要不咱找业主委员会发个
文明装修的倡议书吧，以后谁再
装修，避开大家的休息时间，怎么
样？”王大妈的提议得到大家的响
应。当晚，小区业主委员会正式
讨论“文明装修”事宜，第二天，一
张《请文明装修》的倡议书贴在小
区大门口。倡议书包括：装修前
先向左邻右舍打个招呼，双休日、
节假日不得进行有噪音方面的施
工，工作日的早8点前晚6点后不
得进行有噪音的施工；严禁敲砸
承重墙等关系房屋安全的墙体部
分等10项内容。

午休时候，陈小姐再没听到
装修噪音，下午楼道里的装修垃
圾也清理了。

邻居们都笑了。

昨日，市区
再次出现 35℃
以上的高温。二
七区环卫清洁总
公司组织工作人
员，分批把绿豆
汤送到一线员工
手中，同时送去
风油精、仁丹、毛
巾、遮阳帽和茶
杯等物品。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叫环路还是另起名？重简明还是重内涵？

路名怎么定 请您提意见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生 李景开）随

着我市规模的扩展，环绕城市的道路网络
逐渐形成，可是，长期以来环绕城市的道路
名称一直没有统一。是简单明了的叫南三
环、西四环这样的名字，还是根据我市文化
底蕴另起他名？昨日，我市地名评审专家
小组就环路命名展开讨论。

市民政局地名办提供两套道路命名方
案。第一套方案拟选用不同历史时期的郑

州别称或指代名称做专名。经筛选，“亳
都”、“西辅”、“故市”、“管州”四个名称具有
一定代表性，在历史上都曾经指今天的郑
州，于是方案中将目前的南三环叫亳都大
道、西三环叫西辅大道、东三环叫管州大
道、北三环叫故市大道。

第二套方案则是以南三环、北三环、东
三环、西三环这样命名。其中，方案A拟选
用著名的历史遗址名称做道路专名，北四

环叫大河路、西四环叫双桥路、南四环叫申
河路、东四环叫古城路；方案B则是根据城
市规划，以上道路属于绕城公路，后来部分
路段逐渐叫“四环”，也就是北四环、西四
环、南四环和东四环这四个名字。

道路如何命名，关系到市民的出行方
便。对于这两种方案您支持哪种？对这些
道路名称您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从即日
起，您可以登录郑州地名网发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