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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哪里养老，老人能生活的幸福最重要

莫让传统观念阻碍老人幸福路
刘老师离异后带着年幼的女儿和

半身不遂的母亲生活在一个家属院
里。除了上班、照顾儿子，更难的是侍
候母亲。邻居们都知道他非常孝顺，但
一年之内，母亲还是被烫伤 2 次，全身
发生了多处褥疮，屋里味道难闻不堪。
朋友介绍他将母亲送到和佑尊长园，刘
老师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现在是母亲
最需要他的时候，怎么能推给养老院
呢？最后虽然勉强答应送去试试，嘴里
还一直解释：“我真是没办法才把母亲
送到这。” 记者 熊维维 通讯员 王卫霞

传统养老观念面临现实矛盾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如果哪家把老人

送到养老院，不孝的大帽就来了。”一位民政系统的工作人
员说，送老人到养老院，首先面临的就是传统观念的冲突。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刘老师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将母
亲送到了和佑尊长园。这是河南首家三星级宾馆化医护
型养老院，主要护理半自理及不能自理的老人。试住期
间，老太太就对这里的饭菜极其满意，连说在家里也做不
到这样美味营养。两个月后，母亲身上的褥疮慢慢痊愈，
精神也好起来。儿子想让她退园回家，她却执意不走了。

刘老师不禁感叹，自己的一念之差，可能就决定了母
亲能否获得晚年的幸福。因为他最终抛弃了传统观念，最
后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近些年，随着一些养老观念的转变，养老院逐渐得到
接受和认可。不少老人更愿意入住养老院，他们认为不仅
自己方便，也会给子女减少负担。入住养老院和传统的养
儿防老观念虽然出现矛盾，但是现在不少老人自己喜欢住
进养老院，说明养老观念有所转变。

老人入住养老院更方便自在
97 岁高龄的李爷爷来自郑州市区，家中儿女都已经 70

多岁了，他入住和佑尊长园已经快一年了。“住在养老院其实
挺自由的，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看看书报。”李爷爷说，他很
爱看书，平时没事就看看杂志，时间也过得很快。

李爷爷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是身体依旧很硬朗，看书
都不用戴眼镜，日常生活许多事情都能自己完成。“住养老院
其实没什么不好，我的子女都已经很大年纪了，没法照顾我，
孙子辈的都在忙工作，我住到养老院倒是挺自在的，也不会
给他们添麻烦。”李爷爷说。

徐奶奶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她在和佑尊长园住了快两
年了。“养老院更方便一些。”她也说，在养老院不会给儿女增
加麻烦，“就拿吃饭来说，我想吃点软的，但是年轻人要吃硬
的，这样就很难处理。”她说，在养老院其实也挺好的，过年我
都是在这里过的。

徐奶奶在园区还有自己的朋友圈子，经常看到她和其他
几位老人悠闲地散步聊天，做养生操。“我眼神不好，看东西
只能看到个轮廓，对这里都比较熟悉，觉得很自在舒服。”

送老人到养老院同样
可以尽孝

“社会的变革，家庭结构的变化注定
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已经OUT了，如果
老人还抱守此观念、子女因将老人送到
养老院而背负不孝之名，社会舆论不加
以正确引导，那么我们这一代该怎么办
呀。”一位“70后”对自己的“8421家庭”将
来面临的养老压力不无担忧地说，这些
话正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局面。

“不管在哪里养老，老人能生活的幸
福是最重要的，只要子女在老人需要时多
去看望，陪陪他们，到养老院尽孝，也是很
好的选择。老人在养老院习惯以后，会生
活得很好。”一位养老院工作人员说。

除了观念的影响，养老机构服务人
员和护理人员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也
是当下众多老人和子女关注的重点。刘
老师母亲所在的和佑尊长园不仅与多家
医院合作，这些医院定期到园区组织专
家会诊，让长者不出园就能享受到优质
医疗服务。据悉，和佑尊长园拥有24小
时值班上门服务，提供一对一私人医生
般的医疗服务，园区 6 名医生、12 名护
士、200 多名护理员、30 多名营养师、10
多名心理咨询师、还有很多针灸按摩师、
康复训练师、社工师等为长者提供360度
全方位服务，郑州荥阳和佑尊长园实现了

“没有异味、没有褥疮、没有孤独”的三大
服务目标，建立了“医疗、药疗、食疗、心
疗、动疗”五大服务体系，真是细致入微、
关怀备至。上海和佑养老集团总裁陈琳
翰表示：“和佑尊长园从美国、日本、中国
台湾、中国香港、欧洲等地，引进了1950
项服务细节，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还在为老人的幸福晚年徘徊在路上
的人，不妨到和佑尊长园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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