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多处提及“养
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养老。我区目
前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 13.5 万人，占
户籍人口 24% 左右，老龄化形势相当严
峻。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老年人关爱
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救助、关爱、帮扶老
年人力度，进一步提升为老服务能力和
水平，有力地推动了老龄事业与经济社
会的协调发展。

基本建成完善的老年协会网络。老
年协会是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保护、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组织，它反映
老年人的要求，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
老年人服务，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广大
老年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我区老年协
会网络自 2010年创建开始，经过 9年时间
的不断建设和完善，目前各村（居）已全
部普及。在指前镇东浦村老年协会，老
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下着棋，
该村老年协会成立于 1988 年，至今已 31
年，从最初的一囗灶、两间房、三张桌发
展到现在己有了相当的规模，建筑面积
达 1560 平方米，健身休闲绿地 3200 平方
米，临水休闲长廊 150米。该村还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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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促进会，下设老年体协、舞蹈队、吕家
拳队、民乐队等。老年协会的成立不仅
为村里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温馨、快乐的
活动场所，而且能够很大程度上维护村
里和谐稳定，推动该村长远发展。今年，
区老龄办、区老龄协会还将推动基层老
年协会规范化建设，计划我区 80% 的村

（居）基层老年协会达标。
着手打造邻里守护网络。邻里守

护，守望相助旨在解决我区独居、空巢
老人和生活不能自理，而家人无能力赡
养的老人的困难，我区在 2015 年推行了
邻里守护、时间银行活动，成立网格小
组，与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结对。从
2016 年开始，直溪镇巨村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积极响应“邻里守护”活动，现形成
了 20 人的邻里守护志愿者服务团队，
为 60 岁以上的困难家庭和 70 岁以上的
独居空巢老人提供帮扶服务，结对率达
到了 100%。村委把身体好、能力强、有
奉献精神的老干部、老党员、居民骨干
吸收到志愿者队伍中来，按照居民区网
格为单位成立了若干个“邻里守护”小
组，分别与网格内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
人结对，每天探望询问一下生活情况，
结伴聊天，读书看报，帮助他们解决一
些生活不便的问题和困难，如：小修小
补、小家电修理、买菜送药、探望慰问
等，做到有病必访、有难必帮、有求必
应。

老年人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老
有所为，引导老年人参与经济建设和

社会建设，发挥老年人的作用是老
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目

前我区老年志愿者
队 伍 人

数约 4000 余人，遍布各村、居，在邻里守
护、为老服务、关爱下一代、维持社区安
全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想不到我
这把老骨头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年过
花甲的退休党员老贺是华胜社区“我爱
我家”义工巡逻队的一员。说起这支义
工巡逻队，他感慨道：“我们这些刚刚退
休下来的人，在家闲不住，在自己住的地
方巡逻，何乐不为呢？华胜社区是一个
动迁安置集中小区，人口密集、硬件安防
设施薄弱，面对这一情况，小区居民积极
参与社会治安管理，自发组建了一支“我
爱我家”义工巡逻队。这支巡逻队现有
18 人，由退休老党员组成，平均年龄 60
岁以上。自从 2014 年巡逻队成立以来，
华胜社区刑事发案率下降三分之二 ，居
民安全感满意度明显上升，社区环境更
加和谐稳定。

不断打造“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
化”环境。近年来，我区引导老年人养
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走出家庭，融
入社会，连续开展了老年人健身舞展示
活动，将老年健身推向广大农村，目前
各村居活跃着健身队伍。此外，我区的
老年大学也受到了老年人的热捧，办好
老年教育是不断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
需要的大事，下阶段，各镇、街道老年学
校也将陆续建成和运行。

（孙婷 江雪）

词
条：中国式养老

中国式
养老是指中国步入老龄

化社会后，国家和个人面临的种
种养老问题。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

年人口已经增至 1.69亿，现正以年均近
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持续加剧之势，到
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9个人中有一个
发展到3个人中就有一个，且高龄化“空巢”化日益
严重。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养老话题
也搭上了科技的快车，各方都期待智慧技术为“养
老”带来解决新思路，让智能设备完成人力所不及
之事。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上也涌现出一系列
如只为父母设计的桔豆电视盒子等高科技产
品，远程分享让亲情零距离，提升老人的晚
年生活质量，最大程度的解决空巢老

人寂寞的问题，是中国式养老的
新形式。

背景：
1999年中国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短短
10年，中国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000万，超过江西
省的总人口。全国除青海、新疆、西藏外，均已进
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老年群体中的高龄
化、“空巢”化问题严重。据全国老龄办测算，全
国80岁以上老人正在超高速增长，约为老年人
口增速的2倍，预计到2050年5个老年人中就有
1个是80岁以上老人。

与此同时，“空巢”老人增多。中国老龄科学
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
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
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
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加严重。

此外，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情况也十分突
出。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农村老年人
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七成以上，农村老龄化程度
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城乡倒置的状
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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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构筑关爱服务体系 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

足 数 量 庞 大 的 老 年 群 众 多 方 面 需

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

会 问 题 ，事 关 国 家 发 展 全 局 ，事 关

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

对。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区初步

建 成 了 居 家 为 基 础 、社 区 为 依 托 、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显著增强。但同时，我区

养老服务体系也面临一些问题，主

要表现为：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不完

善且缺乏整合、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不 足 且 质 量 效 益 偏 低 等 等 。 当

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 会 决 胜 阶 段 ，也 是 我 国 老

龄 事 业 改 革 发 展 和 养 老 体

系 建 设 的 重 要 战 略 窗 口

期 。 我 们 应 当 抓 住 一

切 有 利 机 会 ，加 快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努

力实现让所有老年人都

能 老 有 所 养 、老 有 所 依 、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近 日 ，媒 体 披 露 了 某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涉 嫌 打 着

“以房养老”名义故意设置圈
套，致使多位老人上当受骗、
房 子 面 临 被 拍 卖 风 险 的 消
息。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

“ 以 房 养 老 ”政 策 的 初
衷，是为了缓解一些家庭的
养老压力，通过将老人住房
向正规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的
方式，每月获得一定的补充
养老金，从而改善老人退休
后的生活水平。不过，这一
政策却被某些无良机构当成
了聚敛不义之财的空子。

在 相 关 案 件 中 ，老 人 们
多是经熟人介绍，接触到以
抵押房子借款的投资理财项
目。由于太容易相信他人，
又缺乏法律常识和投资理财
知识，加上还有高额经济收
益的诱惑，一些老人就稀里
糊 涂 地 签 署 了 一 堆 条 件 苛
刻、包括借款合同和房产全
权委托协议在内的文件。最

后，老人不仅可能钱房两空，
还对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自 2014 年 6 月份开始“以
房养老”试点工作以来，该政
策的推行并未受到热捧。截
至目前，仅有少数几家保险
公司开展了此项业务，而且
出单量很少。虽然政府有关
部门针对“以房养老”出台了
指导意见，但在执行层面还
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缺少
配套的落地细则。此时，一
些 民 间 非 保 险 机 构 跃 跃 欲
试，个别机构更是利用政策
上的漏洞打起“擦边球”，甚
至一些不具备资质的投资公
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混迹其
中，搞起了“以房养老”类型
的欺诈。

要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
生，一方面必须对开展“以房
养老”业务公司的资质严格把
控。虽然相关政策已经强调
正规保险公司是开展此类业
务试点的主体单位，但对非保

险类公司并未禁止设限。即
便如此，合法、正规、信息透明
等要求，依然是审核一家公司
是否有能力、有诚信开展这一
业务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
对那些打着“以房养老”旗号
从事欺诈活动的个人和企业，
必须依法严惩，加大违法成
本，使其得不偿失。

另 一 方 面 ，老 年 人 应 提
高防范意识，抵制高息诱惑。
在金融领域中，高收益往往
伴随着高风险。作为风险承
受能力较低的群体，老人们
不应盲目听信各种高额回报
蛊惑。尤其是对于家庭主要
财产的住房，更不应该轻易
交 给 非 正 规 机 构 去 随 意 抵
押。当然，子女们应多给老
人一些关爱，在家里老人选
择“以房养老”模式时要多多
参谋，尽可能避免老人上当
受骗。（来源：3 月 27 日《经济
日报》作者：李长安 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教授）

李长安

谨防“以房养老”被用来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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