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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居家养老靠不
住，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
新型模式的现状如何呢？

“社区养老”是以家
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
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
式。“社区养老服务”通过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逐步建立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社区服务为依
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向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为主要内容的服
务。但目前，这仍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新生事物。

目前我国的机构养老，主要以官办为主，民
办为辅。由政府包办的养老机构，高投入、低产
出、缺乏内在动力。更重要的是，名额有限。而
民办养老机构成本高，要么价格过高，绝大多数
人不能承受，要么服务质量差项目少，场所设施

简陋，不能满足
服务需求。更为
重要的是，政策
支持乏力，法律
制度建设滞后，
配套措施不够完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养老产
业不能快速有效发展的根源。

每个人都有父母，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每个人都会面临养老的问题，那么养儿真的
可以防老吗？不见得，不是儿女不孝，因生活工作竞争的压力，儿女的确是太忙，没有时间照
料和陪伴父母。
持续照料，颐养无忧。这简单八个字的背后，是无数的艰辛和磨难。
万奎创意免费经济联合体将免费养老结合传统的养老方式进行创新，以社区照料为依托，以
家庭为核心，以机构养老为基础，开创养老新模式。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文 慎重/图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
龄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
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过
程。根据人口惯性规律，我国老年人口规
模在 2026 年将超过 3 亿，2037 年将超过 4
亿，2050 年将达到 4.4 亿，约占总人口的
30%。养老负担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同
时，1/3的老年群体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共同担
当养老责任，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可以说，养老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影响中国
未来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

“未来 10 到 20 年是我们的时间机会，
如果把握不住，那么困难就将凸显。”免费
经济增值消费、免费养老模式发起人刘万
奎分析说，养老形势异常严峻，养老改革迫
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居家养老模
式，在社会理念与文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的大环境下，已日益显现出不适应。现在，
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出现4个老年人、1对夫
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大约20年
后，待第三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有可能面
临的是1对夫妇上面有12位老人。别说养
活，恐怕连见孩子一面都成了奢望。

就目前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
值取向和开放的现代社会里，竞争又赋予
了人们只争朝夕的使命感，追求个人利益
促使亲情淡化，自私冷漠，客观上导致家庭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照料的能力越来越脆
弱，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萎缩。

传统的居家养老遭遇困境

社会化养老让老年人得到专业性的服务

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看
起来很美”

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养老模式势必发生重大变
化，机构养老势在必行。社会养老是和谐社会的
情愫，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被誉为孤寡老人亲闺女的李伟，负债 300
多万元办起了南召县首家老年公寓，这条路走
得艰难而幸福。李伟说，她看到那些需要照顾
却得不到侍奉的老人，没有办法不停下脚步，不
伸出援手。“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关爱老人，
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想当年，花木兰能替父从军顶起半边天，作
为新时代的女性，也应当自强不息，替社会分忧
解难，为社会贡献爱和力量。李伟说，她作为木
兰“孝领家国”的形象代言人，有责任、有义务将
中华民族孝亲报国的传统美德发扬和传承下
去，也渴望更多的人来关心和爱护老人，支持老
年福利事业，让更多的老人幸福安康！

万奎创意董事长刘万奎说，之所以举办母
亲节，原因之一是希望有更多的“李伟”们为老

年人擎起一片绿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