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上午，独居老人李建设所住的小区内，一名老人孤独地走在林荫路上。 记者 李永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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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的老人
3个月才和子女见一面
空巢老人盼你常回家看看

连续发生的独居老人死亡事件， 再次引发了
人们对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关注。此前，株洲市老
龄办在该市石峰区井墈社区、先锋社区、石峰区敬
老院和天元区铁西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回收
的2153份问卷显示：88%的老人独自居住，与子女
住在一起的只有12%，25%的老人至少3个月才能
和子女见上一面。

【调查】 大多老人不愿去敬老院
上述问卷调查同时显示：在养老方式中，老年

人依然选择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 九成老年人选
择居家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 老人为何不愿去敬
老院？ 记者进行了随机调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
的狗窝。”对于不愿去敬老院的原因，大多老人表
示，在家里自由、方便，去敬老院费用太高，负担不
起。 同时，“不方便和子女团聚， 怕与子女关系疏
远”、“担心养老机构服务不好”等也是老人选择在
家养老的因素。

【对策】 社区养老已成迫切需要
为完善社区养老，株洲市计划在城区建设一所

高档示范性的老年公寓，并在每个街道建设一所老
年公寓，基本满足中低收入老年人的养老。同时，一
种社区居家养老方式正在当地兴起。如石峰区井墈
社区的周爹爹就已习惯了每天去社区日间照料站。
在这里，他可以打牌、下棋、看书看报，还能吃上味
道不错的午饭。对此， 株洲市老龄办维权科科长李
颖说，这种模式已成迫切需要。目前，该市正就此积
极探索。

【声音】“常回家看看”比什么都重要
“不需要经常拿钱拿东西回来，平常打一下电

话，周末或者闲暇时，回来吃个饭就要得。”独居老
人李春志如是感慨。李颖介绍，曾有一名老人来找
她哭诉， 女儿很久没回家看她， 原因只是工作太
忙。其实，老人最在乎的是精神上的关怀。近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修订案草案》 进行了审议， 草案第十七条规
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
者问候老年人。“常回家看看”有望写入法律，这引
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但有人表示制度完善到极
致，终不如子女发自内心的一份关心和问候。

■记者 李永亮

株洲两独居老人离世多日无人知
全省1050万老人，577万空巢 省老龄委：大量老人处于养老服务真空地带
■记者 李永亮

6月19日， 家住株洲天元区大岭社区的
李建设死在自家床上， 被发现时尸体已高度
腐烂。一星期后，相似的悲剧又在株洲石峰区
上演：一六旬老人死在出租房内多日。

连日的调查，记者发现，独居老人之死，
不仅与其孤僻的性格有关， 还因为疏远的亲
情和邻里。

死亡一周后才被发现
若不是令人窒息的尸臭， 或许死后的李

建设还要晚些时间被发现。
6月19日， 家住大岭社区14栋的王师傅

发现，5楼李建设家的阳台上有“不少苍蝇叮
来叮去”，联想到最近楼栋里总有一股令人窒
息的死老鼠味，他报了警。民警打开门后，一
阵恶心的臭味扑面而来， 李建设躺在自家卧
室床上，身上覆盖着棉被，已死亡多时，尸体
高度腐烂。后经法医鉴定，其已死亡一周。

今年59岁的李建设，原在棉纺厂保卫科
工作，离异多年，前妻去了广州打工，儿子远
赴福建工作。

“平时喜欢喝酒，好几回醉倒在路上。”楼
下的邻居介绍，李建设老实内向，在楼梯里碰
到了也会打招呼，“但他有些孤僻， 不爱跟人
来往。”

大岭社区工作人员向敏介绍， 李建设每
天早上会出来锻炼一下， 但回家后就很少下
楼，晚上会出去，“大多是去喝酒。”

疏远的亲情与邻里
李建设留给小区居民最后一个背影是在

6月12日左右的一天夜晚， 那天他照样喝多
了，在自己的床上躺下后就再也没醒来，直到
一个星期后被人发现已死亡腐烂。

邻居们说，自从与妻子离婚后，很少看到
亲朋好友来看望李建设。 尤其是早些年儿子
去福建工作后，老人的家越发冷清。

“他儿子30多岁，已结婚成家，但一直在
外地，一年到头很少回来。”一名邻居介绍，他
曾听李建设说， 儿子曾寄了1000元钱给他。
“但估计平时父子俩也少有电话联系，不然死
了这么多天，还不晓得信。”这位邻居感叹道。

李建设不仅少与亲戚朋友联系， 邻里之间
关系也很淡。 住在李建设楼下的一位老人说，
“虽然是楼上楼下，但从来不串门，都是独来独
往”。

事实上， 大岭社区是株洲棉纺厂的宿舍
小区， 住在这个老旧小区的大多是以前的老
同事。然而，记者走访得知，不只李建设少与
邻里走动， 老同事之间的邻里往来也不多。
“现在大家都住在楼房里， 没事去串门干什
么，有事也是电话联系一下。”

本报7月3日讯“每个人都会老去，身为子女的我们
应该善待他们，尽最大能力让他们别成为空巢老人。”得
知株洲连续发生两起独居老人死亡事件，省老龄委副主
任兼省老龄办主任陈毅华表示，这对健全养老体制再次
发出了警示。据省老龄委统计，2011年底湖南60岁老人
超过1050万，其中空巢老人就有577万。

“60岁老人超过1050万，占了总人口的15.5%，而且
增速很快。”记者采访时，一份有关《湖南省老龄化严重
引发的严峻问题》的文件摆在陈毅华的办公桌上。陈毅
华介绍， 在1050万老年人当中，其中城乡空巢老人的平
均率为55%，大于全国50%的平均水平。这些老人的养
老服务采取居家养老为主、社区照料为辅、机构养老做
补充的模式。然而大量老年人处于居家养老服务的真空
地带。

来自长沙市民政局的统计显示， 长沙市内有126家
养老机构，加起来仅10627张床位，这着实无法满足老人
的养老需求。 记者曾对长沙的养老机构进行过调查，发
现一位老人要想住进养老院， 一般要等1年或更久才能
“转正”。

“全省约14万张床位， 而仅仅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就有112万。”陈毅华认为，养老机制不够完善的表现之
一是床位远远不够， 湖南的老人床位占有量为1.4%，也
就是说100名老人争抢1.4张床位。而在一床难求的情况
之下，还有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有的床位由于价格太
贵被空置。

“今年加投了福彩公益金进行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
建设， 但也是杯水车薪。” 除了床位， 还有资金投入不
够。据介绍，老龄资金主要还是靠福彩公益金，福彩公益
金靠的是彩民的兴趣，没个准数。而护工的缺口也是一
个问题， 全省领取社会工作师证的人数不超过2000人，
而按规定，养老服务机构中老人与专业护工、社工的人
数比例必须达到10∶1， 也就是专业护工全省缺口近
100万。 ■记者 杨艳 实习生 朱友芳 舒薇 熊雅琪

资金投入不够、护工奇缺、养老院一床难求
全省1050万老人，577万空巢

株洲：独居老人死亡多天无人知

6月27日，株洲石峰区建设北路74号“八
层楼”内，一名租住在此的独居老人死亡，被
发现时尸体已腐烂发臭。死者住在该栋楼的
208，男，约60岁。周围邻居说，该男子独自租
住在此，平日很少与人来往。

双峰：留守女童守奶奶尸体7天

去年9月27日， 娄底市双峰县在外打工
的肖开全，已经7天没有联系上母亲，他忐忑
不安，连夜租车往老家赶。回家后，他发现母
亲已死去多时，1岁9个月的女儿梦茹在奶奶
怀中奄奄一息，身上爬满蛆虫。后经救治，肖
开全的女儿最终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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