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合肥，有这样一个老年群体，他们身体健康，原本该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生活，可成
年子女的心智障碍却成了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担忧。“女儿衣食住行都要我守着，我现在
还能照顾她，可等我老了、病了或是走了，她可怎么办呢？”望着42岁心智残疾的女儿，合
肥71岁的张奶奶担忧地说。

作为残疾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心智障碍者的智力功能明显低于同龄人，在学习和处
理日常生活以及对周围事物的了解和环境的适应能力方面，也比同龄人缓慢，许多人根本
离不开人的照顾。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获悉，尽管巢湖市曾有为“老残一体”提
供每户500元慰问金，但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他们的困难，而目前，整个合肥乃至安徽对
于这样家中有心智障碍子女的群体，也没有专门开设的“老残一体、共同养老”机构。

▋记者 曾梅

八成以上“老残家庭”生活困窘
记者走访发现，合肥心智残疾人士不在少数，而心智残

疾人的监护人群老龄化趋势严重。在记者随机了解的被
访者中，超过八成的心智残疾人，其监护人在 50 至 90 岁之
间，这些监护人大部分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或是疾病缠身，
或是年迈无力，许多监护人还是处于配偶去世或重病状
态，依靠退休金养护心智残疾人子女的，几乎占了八成，还
有一些靠吃低保过日子。

“我们老两口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娱活动，更别提其
他休闲生活，甚至出门旅游了。”张奶奶说，他们老两口退休
金还算不少的，可即便如此，照顾女儿还是有些捉襟见肘。
而林阿姨则是一肚子苦水，“为了照顾儿子，我房子也卖了，
现在靠租房过日子，没办法，全家没有任何工作上的收入，只
能靠吃老本。”林阿姨说，她不担心自己的经济条件差，只担
心将来自己去世了，儿子该由谁照顾，毕竟照顾一个中年心
智残疾者，不仅需要经济基础，还需要劳心劳力。

在对这些家庭的了解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心智残疾人
家庭经济压力大，生活困难。

“我们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们死了以后，孩子怎么
办？”张奶奶和所有的心智残疾人的老年家长一样，心中最担
心、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孩子以后有没有人管。

建议将“老残家庭”列入托养机构
采访中，一位专门从事养老事业的合肥一家养老机构负

责人李经理表示，目前我省部分地市对于心智残疾人群的政
策并不少，例如低保、残补、保险、廉租房等，然而由于这些人
群对于政策不了解或者不清楚，导致很多人错过了政府补贴
的机会。

另外他表示，心智残疾人士及其父母“共同养老”的托养
机构缺乏也是短板。这些心智残疾人的父母关心的问题很
多，比如自己老了之后孩子怎么办？孩子找不到工作怎么生
活？父母年老无力监护了怎么办？心智残疾人能否提前退
休？能否进入托养机构，让自己和孩子都有人照顾等。如今
尽管有的机构可以收老人，有的机构可以收心智残疾人，但就
是没有能“共同养老”的机构。

采访中，不少从事养老工作的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可出台
有利于心智残疾人生存和保障的政策，全社会也应当给予心
智残疾人群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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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心智残疾子女
年老父母力不从心
记者调查：合肥尚无针对
心智残疾家庭开设的“共同养老”机构

这天上午，合肥迎来了久违的晴天。
瑶海区 71 岁的张奶奶，正带着 42 岁的女
儿李可（化名）参加小区组织的排练活动。

虽然已是中年，可是李可还是有些怯
生生，在舞台上她一边机械地表演着动
作，一边用眼神在寻找台下的母亲。张奶
奶告诉记者，李可从小患有癫痫，并伴有
脑部血管瘤，虽然看上去和普通人一样，
但一旦癫痫发作，就容易有生命危险，张
奶奶就是她的守护者。

小时候张奶奶和老伴家中条件差，没
能及时关注李可的病情，直到她快成年，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几次寻访医生
都被告知：难治。后来李可到了 20 多岁，
眼看着其他家的女孩都工作、结婚生子，
李可却连普通工作都不能做，只能跟着父
母生活。

“她的衣食起居都是由我打理，癫痫
这种病随时都可能发作，一刻都离不开
人。”张奶奶说，李可平均一两个星期就要
犯一次病，甚至半夜睡觉的时候也会发

病。张奶奶每天都寸步不离地盯着，甚至
半夜也睡不踏实。“我俩睡一张床，半夜虽
然睡着了，我的耳朵也得竖着，她只要一
吧唧嘴，我就知道要犯病了。”

刘奶奶今年已经 71 岁高龄，算是家
里最硬朗的人了，她平时也很注意，“不
敢”让自己生病，但依然感觉力不从心，
以 前 她 每 个 月 还 能 去 趟 医 院 给 女 儿 开
药，现在这事儿只能让儿子或老伴去办
了。只要不生病，李可也特别疼人，看到
父母亲有个头疼脑热，会特懂事地张罗
着去倒水给老人喝，张奶奶虽然心暖，但
也不让女儿这样做，“万一倒水的时候发
病，烫着了，杯子碎了扎着了，那可不得
了。”为了照顾女儿，张奶奶和老伴很少
外出活动，偶尔小区有什么活动她才会
带着李可参加，希望借此机会让李可多
接触些人。

“我已经 70 多岁了，最担心的就是将
来我和老伴‘走’了，女儿可怎么办呢？”张
奶奶说。

上个月，68 岁的林阿姨不顾医生的
建议，独自一人提前出院。拖着还没调
养好的身体，又要开始投入到照顾儿子
的忙碌生活中。

儿子今年已经 39 岁，从小就被诊断为
智力障碍，而且属于重度心智残疾，语言
表达不清，衣服分不出正反，大小便需要
人提醒，因此从小到大，需要人 24 小时全
天候照顾他。“以前请过保姆，但人家都受
不了走掉了，只好我自己照顾。”林阿姨
说，老伴去世得早，这些年全靠她一个人
照顾儿子。

儿子个头大，又很重，每天单是起床穿
衣服这第一件事，就足以把林阿姨累得不
轻。紧接着刷牙洗脸、吃早饭，这些常人看
来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在林阿姨这里，都成
了繁重的体力活儿。这些年，儿子也只会
用勺子吃饭，有时还拿不稳，如果林阿姨不
在一旁帮忙，就会洒得脸上身上到处都
是。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喂儿子吃药，陪他
聊天解闷，帮他洗脚，哄他入睡。至于洗
澡，就只能拜托邻居或是亲戚帮忙。“每次
还要对人家千恩万谢的，毕竟照顾这么个

大人洗澡，真不是件轻松的事。”林阿姨无
奈地说。

如今，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林阿
姨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现在她最怕
的就是自己生病。几年前，因为过度操
劳，林阿姨落下了一身的病，精力、体力
也大不如前。但儿子这种状况，她也只
能硬撑。

“ 经 常 腿 疼 、胃 疼 ，血 压 也 很 高 ，这
些年都是能撑就撑，实在撑不住了，才
会 跑 到 医 院 开 点 药 。”林 阿 姨 说 ，比 如
前 阵 子 实 在 需 要 手 术 了 ，她 把 儿 子 送
到 邻 居 家 那 里 ，再 叫 朋 友 来 帮 她 签 个
字 ，然 后 被 推 进 手 术 室 。 推 出 手 术 室
后 ，独 自 一 个 人 躺 在 手 术 床 上 等 着 麻
药劲儿过去，再由护士帮忙送进病房，
术 后 她 经 常 要 忍 着 疼 痛 ，自 己 一 手 提
着 吊 瓶 一 手 去 洗 手 间 。 两 周 的 时 间 ，
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如 今 ，林 阿 姨 身 体 不 好 ，且 年 事 已
高，却从来不敢去养老院，因为任何养
老 院 也 不 会 允 许 她 带 着 这 样 一 个“ 病
人”一起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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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女儿随时可能犯癫痫

怕儿子无人管，68岁大妈“不敢”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