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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关爱
老年人大事记

●依托新郑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成立了市老年人服务中
心，为全市老年人提供医疗、法
律、心理以及日常生活服务，同
时还开通服务热线，接受老年
人咨询服务。

●以“六个老有”为目标，
先后新建了和庄镇、观音寺镇
等 6 所乡镇敬老院，改扩建了
郭店镇、薛店镇等 10所乡镇敬
老院。同时，在全市敬老院增
设了服务空巢老人功能，在各
敬老院实行一院两制管理（管
理统一，伙食分开，服务人员分
开），积极扩展敬老院的服务范
围。目前，全市各敬老院已入
住空巢老人16人。

●社会福利中心建成并投
用。该中心是民政部首批建设
的县级社会福利服务机构试点
项目，是郑州市首个县级社会
福利机构，也是一所集儿童福
利院、社会福利院、少儿保护中
心等职能为一体的县级社会福
利服务中心。

●为全市 26 名百岁以上
老人，按照每人每月 500 元的
标准发放津贴。

●深入行政村、社区为群
众讲政策，代办参保手续，使所
有符合参保条件的老人实现老
有所养。

●6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乘坐公交车，为全市 60岁以上
老人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

●新郑市将 2645 名生活
困难老年人纳入了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体系。城市低保标准经
过 11 次提标，由原月人均 100
元调整到现在每人每月 275
元；农村低保标准经过 8 次提
标，由原月人均 70元调整到现
在的月人均180元。

●先后 6次提高农村五保
供养标准，集中供养标准由月
人均208元提高至360元，分散
供养标准由月人均 183元提高
至 216 元，使全市 1627 名五保
老人安享晚年。

●将全市农村五保、城乡
低保对象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范围。设立了五保老人
医疗救助基金，按照集中供养
老人 100%、分散供养老人 80%
的标准，对五保老人患病住院
费用进行报销。

评 论

目前，银发浪潮迅速来袭，养
老也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让
老人们安享晚年，不仅关系着老
人晚年生活的幸福，也关系着每
个家庭甚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我国，养老越来越受到关
注，一方面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
快有关，另一方面与敬老爱老助
老日益浓厚的社会氛围有关。赡
养关爱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已
成为我们的共识，这需要家庭、机
构、部门、政府以及社会的合力共
同起作用，才能让敬老爱老蔚然
成风。

首先,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
体系和关爱老年人的保障机制，
对老年人重点关注、重点照顾,帮
他们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必要的精神抚慰工作。其次,
进一步完善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
救助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减轻经
济负担和家庭负担。最后,家庭
仍是敬老爱老养老的主体。在社
会上要大力宣传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的传统美德,互相关心身边的
老人，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

只有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关
注、关心老龄事业，关爱、帮助广
大老年人，让孝敬老人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才能使老年人真正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使他们充分享受到现代化建
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让关爱老人
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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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一在中国广泛
流传的名句，时时激励着人们友爱互助、共同
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尊老、敬老、爱老、助老
已成为全社会的责任。发白如雪，弯躯似弓，
睛若黄珠……当岁月的年轮深深镌刻在老人
的脸上，我们蓦然地发现，有着精彩过去的老
年人也拥有着一个幸福的晚年。

重阳前夕，记者走近老人们的生活空间，
聆听他们的幸福故事……

这里，老人老有所乐
新郑市老年人服务中心宽敞明亮，阅览

室、台球厅、书画台、门球场、健身房、多媒体
教室、乒乓球馆一应俱全。

记者对这些先进的设施并不感到惊讶，
而是对这里的老人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既有城市里退休的老干部，也有乡
下的老农，更有暂居新郑的外籍老人，只要60
岁以上，拿着老年证就可以随意享用活动中
心所有的设施。

65岁的王进才老人是新郑市林业局退休
职工，退休后猛地一下子享清福还挺不适应。
从去年开始，他就隔三差五地来这里“充电”。
他说，学习室每天安排的课程都不一样，有根
雕、书法、医疗保健等，而每周四的微机课是他
生活中的一部分。熟练掌握电脑应用后，老人
看个新闻、下个电视剧解解闲闷儿。

“我们小区的老人好多都来这里，门口有

公交车，还可以自己蹬三轮车来，这么多好玩
的、能学的，可带劲嘞！”王进才老人笑眯眯地
说。

乔均喜老人住在距离这里20里地的观音
寺镇王行庄村，农忙时在家种玉米、小麦，农
闲时则每周坐公交车来活动中心练习太极
拳。老人和该市的老年太极拳爱好者相互学
习，回去再教给腿脚不便的老人，乐此不疲。

他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的老人每天都是
蹲在太阳地儿下聊天，压根儿没敢想能和城
里的老人一样有这样好玩的地儿。自从市里
有了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这一政
策后，来活动中心练太极拳就成了乔均喜老
人的必修课。“现在俺们不分城里村里，都能
来这里痛痛快快地玩。”

空巢老人不空“心”
村头儿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小院里独

坐着75岁的马留兴老人。曾经，漫长的白天，
没有子女陪在身边的他，最喜欢做的事便是
坐在村口往外看，盼望能看到儿子熟悉的身
影。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马留兴归入了
“空巢老人”的行列。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后，庄稼地里忙活了一辈子的马留兴老人拿
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份“退休金”。“今年政府
又给俺提高了标准，一个月95元钱。”老人说，
对于年轻人来说，95元可能一天就花完了，可
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一份保障、一种依靠。

伴随着免费乘车、免费体检等更多老年
人服务纷至沓来，老人爬满皱纹的脸上又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哪儿不得劲，医生都给俺
记着呢，药咋吃、检查啥时候去，他们都到家
里通知。”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马留兴这位“空巢

老人”不空“心”，幸福指数不打折。如今，他
和老哥们闲暇时候一起进城遛遛弯儿、到集
市凑凑热闹……

光荣院里乐融融
在新郑市光荣院里，生活着 20 位曾参加

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如今，硝
烟早已散去，当年的年轻战士也已变成耄耋
老人，在光荣院里享受着温暖的晚年生活。

近日，记者走进光荣院，几位老人正坐在
院子里的长椅上，晒着太阳，享受秋日阳光的
温暖。85 岁的张福来老人又讲起了他的“英
雄事迹”，一旁的护理员、同屋的老战友和记
者一起，共同感受着他与战友的手足之情、占
领高地的激动和胜利的喜悦……

末了，老人感叹：“我们这些老兵在光荣
院里过得很好，你看我，牙口都挺好。这里吃
得好、住得好，还经常有人来看我们。”

前不久，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的志
愿者来到光荣院，帮老人们打扫卫生，听老人
们讲战斗故事，还表演了节目。“后来那些孩
子们让我也演一个，我就唱了首当时的民歌，
他们都没听过，觉得很稀罕。”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校的学生、部队的
官兵、单位的职工还有一些个体商户逢年过
节都会来看望老人们，甚至还有全家齐动员
的。

不怕人老，就怕心老。如今，老人们有了
不少“听众”，话多了，精神就好，就当自家来
亲戚一样地热情欢迎。

慈善日，光荣院里的老人也自发拿出抚
恤金捐款，贡献了一份微薄而又珍贵的力量，
用张福来老人的话讲：“有这么多人关爱咱，
咱也得献出自己的爱心不是？”

九九重阳，关爱久久。黄帝故里，用爱前
行。他们十几年如一日，竭尽孝道，用爱心温
暖亲人，让敬老爱亲成为不灭的长明灯，弹奏
出一曲曲动人的尊老敬老之歌，使家庭和谐
美满，使社会的稳定发展有了坚实保障。他
们用点点滴滴的爱，在平凡的岁月中诠释着
尊老爱老的中华美德；他们的事迹，传遍大街
小巷，感动着每一个人，成为人们尊老敬老的
典范和榜样。

孝心撑起一个家
每天一下班，新郑市八千乡小李庄村的

敬秀民急匆匆往家赶，照料他 86 岁的老母
亲。说起他，村里人个个都会竖起大拇指，不
仅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更因为他
孝老爱亲的善举。

黝黑的皮肤、瘦弱的身板，粗糙的手掌上
烙下了操劳的印记。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
他在暖阳下给母亲梳理白发。

老人膝下 7 个子女，原本养老压力不大。
然而除了敬秀民，其余都身在外地，无暇照
料。年轻时，敬秀民也曾有过外出工作的机
会，然而为了老人，他在村小学一干就是三十
多年，如今56岁的他也即将步入老年。

回忆起这些年照顾父母，他总说：“父母
养我小，我伺候他们老，应该的。”然而，敬秀
民轻描淡写的背后是一个做儿子的担当……

父亲去世前，瘫痪在床十几年。他每天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父亲的病榻前问候
照顾，为老人翻身、洗澡，倒屎倒尿。三伏天，
每天坚持为父亲全身按摩。父亲大小便失
禁，每次排大便他都要擦洗后扑上爽身粉、更
换尿垫，及时换洗潮湿的床单被褥，自始至终
都倾注着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孝心。为照顾卧
病在床的父亲，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艰难的日子总算迎来了一丝阳光。儿子
入伍并扎根部队，随后妻子同去照顾小孙子，
硕大的院子里只剩下敬秀民和母亲相依为命。

“俺真是好福气，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些
年俺孩儿不容易。”老母亲不停地用这样的话
赞赏着自己的儿子……

害怕母亲没有儿孙在身边心里空落，敬
秀民趁着寒暑假带着母亲在北京、武汉、内蒙
古来回地走亲戚。“别看老太太八十多了，去
的地方可不少呢！”

母亲年轻时爱漂亮，他给老人拾掇得干
净精神。按照老人的饮食习惯，每天换着花
样做饭，从一个不会做饭的老爷们变成了能
做各种口味的“老妈子”。就连家里唯一的一
台空调，也在母亲屋里。

“养老保险、合作医疗这些该有的，老太
太都有。”敬秀民说，有时候老人也爱闹个脾
气、耍个性子，自己感到委屈只能打碎了牙往
肚子里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有
口饭吃、有件衣穿就好了。伺候老人有时需
要像对待小孩儿一样，要有耐心，要照顾好老
人的情绪。

在谈话的过程中，敬秀民的脸上始终挂
满笑容，他认为能把家人照顾好，就是一种幸

福。

用心干好“老龄”事业
每天吃完饭，在新郑市现代康乐园老年

公寓里，许多老人穿着干净的衣服，在院子里
聊天、散步或者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欢声
笑语一片。在老人的中间，一位中年男子始
终忙碌着，他叫吴国玺，是这个老年公寓的负
责人。由于他的悉心照顾，老人们都“乐不思
蜀”，他也成了老人堆里的大名人。

吴国玺是新郑市新村镇张垌村人，今年
48 岁。几年前，吴国玺看着父亲无微不至地

照看长辈的情景，联想到老年人受了一辈子
的苦，在年老时却因为各种原因得不到良好
照看，心里萌发了一个想法：办一个养老公
寓，让老年人颐养天年。

经过细致的考察和论证，2010 年 6 月，他
毅然将从事十几年长途运输的大型车辆卖
掉，筹集资金 60 万元创办了新郑市第一家证
照齐全的养老机构——新郑市现代康乐园老
年公寓，于当年重阳节正式开业。

当时很多人对吴国玺的行为都表示不解
和不支持。众人议论，“年纪轻轻的，不好好
干活，真是瞎折腾”，“这事不好干啊，他为啥
非干这行”……没想到开业后的情况，更让吴
国玺感到压力重重：没有老人入住的热闹场
面，只有满院的冷清和寂寞。吴国玺默默承
受着这巨大的压力，精心伺候着公寓中的几
位老人。在细致呵护着老人的同时，他抽空
到别的老年公寓学习经验，并且扩大宣传。

“院里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老人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老人的需要就是我的工作。”
吴国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功夫不
负有心人，第二个月，公寓里一下子入住了近
20位老人，多数是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
护理强度特别大。现有的护工忙不过来，周
围的人又不愿干，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护理
工，只有全家一起上，一天工作18个小时。“吃
饭，老人吃后我们再吃；困了，躺在沙发上打
个盹。”吴国玺回忆道。本想年关会休息几
天，谁知多数老人都不回去，吴国玺他们不但
给老人们做家常饭，还为他们改善生活。大
年初一到初三，每日安排两桌，每桌二十个
菜，让老人在那里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吴国玺常说，我干这行，干的是良心活；
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我的良心。吴国玺经
常给老人们修拐杖、买收音机、买耳机……

“虽然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是在老人那里却是一件大事。”

就这样，吴国玺用真诚换来了老人的信
任，赢得了老人家属们的放心，也得到社会的
认可，公寓入住率直线上升；同时，也得到新
郑市民政局的肯定，他被评为新郑市十佳敬
老爱亲模范，老年公寓也被河南电视台评为
尊老爱老文明单位。

四十年赡养老人成佳话
多年来，她拉扯大 5 个子女，为 4 位老人

养老。十里八村的群众提起她，无不伸出大
拇指称赞。她叫刘金镏，今年74岁，新郑市龙
湖镇魏庄村人。

她34岁那年丈夫去世，留下奶奶、父母和
堂叔等四位老人，以及５个嗷嗷待哺的孩
子。突然的变故没有压垮刘金镏，她用自己
单薄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在那个艰难的岁
月里，她一边照顾老人，一边下地挣工分养家
糊口，艰难地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为了补贴家
用，她经常出门捡拾一些饮料瓶、破烂、废品
等，换回一些零钱补贴家用。

“丈夫去世那么多年，她照顾丈夫的奶
奶、爹妈、叔叔，还有她自己的５个孩子，伺候
得老得劲了。”村民提起刘金镏无不称赞，都
知道她是个孝顺的好儿媳。

嘘寒问暖、端汤送水，伺候几位老人无微不
至。74岁的刘金镏先后送走了奶奶、堂叔和公
公。面对卧床不起、多病缠身的92岁婆婆，也从
没有离开和放弃老人，而是一如既往地、悉心地
照料着她。婆婆怕冷，每年从八九月开始就暖
不热被窝，刘金镏晚上就抱着婆婆的脚睡，一暖
就是一夜。就这样，刘金镏躺在婆婆的脚后边，
搂着婆婆的双腿，十多年来从未间断。

婆婆卧床十几年，前几年还能搬着凳子挪
着上厕所，这几年连这点自理能力也没有了，
刘金镏要喂她吃饭，伺候她大小便，有时会拉
屎拉得满床都是，她就重新换上干净的，毫无
怨言。有一次婆婆半夜小便困难，疼得大叫，
她就到诊所找来医生为婆婆装上排尿管帮婆
婆排尿。婆婆多次重复着一句话“要不是我这
儿媳妇，我早死了”。就这样，这个本身也需要
照顾的老人毫无怨言地照顾着自己的婆婆。

婆婆腿脚不便，刘金镏会趁天好的时候，
用三轮车拉着婆婆到外面晒晒太阳，看看风
景。走亲戚的时候，她不放心婆婆，就带着婆
婆一起走亲戚。邻居都说“刘金镏自己年纪都
七十多了，还走到哪儿把婆婆带到哪儿……”

刘金镏的做法给周围的人树立了榜样。
在她的影响下，她家的孩子、媳妇都懂事、孝
顺，全家都是和和美美的。

听老人讲幸福故事听老人讲幸福故事

目前，新郑市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
志愿者走进老年人的世界，关心老年人
的生活。

老有所学，学
而不倦。老年人
不忘“充电”，学习
知识。

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新郑市60岁
以上老人参保率达100%。

老有所乐，乐此不疲。老年人热衷
娱乐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情暖人间情暖人间
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