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师傅今年67岁，前几年因病做了手术，术后

失能，腰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回到合肥后，林师

傅在老伴的帮助下，在医院里进行康复治疗。

老伴比林师傅小几岁，原来是一名快乐的老

太太，爱好文艺，唱歌跳舞样样在行，是文艺队的

骨干成员，林师傅生病后，老伴就放弃了爱好，全

天候在家照顾。

说起前几年，林师傅腰部一下没有知觉的那

段时间，老伴觉得非常辛苦，因儿子平时需要上

班，有时候找不到搭把手的人，老伴帮助林师傅

洗澡，自己都要被汗水打湿一次。

生活上的辛苦，比不上心里的寒心，林师傅

原本与老伴一样，爱好文艺，同样也是文艺骨干，

开朗乐观，但是失能之后 ，情绪上很失落，自暴自

弃，不肯吃药，不去康复，曾还有过自杀的念头。

老伴说事情过去很久了，但那一刻的谈话历

历在目，当时面对一把水果刀，老伴说，看病用去

了那么多钱，还欠着外债，抢回了林师傅这条命，

腿不能动了，她和儿子就是林师傅的腿，家人对

他倾注了那么多的关爱，如果林师傅一心求死，

她也会随他而去。没想到这番谈话后，林师傅变

得积极乐观起来，参加康复，现在情况有了很大

的改观，腿脚有知觉，能熟练操作轮椅。

社区工作人员说，平时他们对林师傅就很

熟悉，“他本来就是一个乐观的人，整天笑呵呵

的，要不是遇到这件事情，一家人的晚年生活都

很美满，不过也还算幸运，他们正朝着好的一面

发展。”

开朗乐观的文艺骨干，失能之后欲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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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失智老人“养老困局”谁来解？
记者调查：我省积极探索养老服务进社区

合肥市民马女士母亲瘫痪多年，

一直卧床，马女士伺候在侧，身体未

曾有一刻放松，神经也未有一刻安宁

……像马女士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有数据显示，全国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已超过400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一

些失智老人，他们的护理和养护已经

成为一个横亘在家庭面前的难题。

□ 牛红磊 祖丽萍 记者 祁琳

专业养老机构
存在护工短缺等实际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失能失智老人家庭，选择

了在家由家人照护，也有一些选择了在专业的养老机

构进行照顾。

安徽庐州医院附属四季青老年公寓是一家医养结

合型养老机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公寓内针对

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料，政府有一定的政策补贴，“根据

不同标准有一个床位运营补贴，和一次性建设补贴。”

据了解，今年起，家中有失能失智老人，政府将对

照顾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每年不少于1次的养老护理

技能培训；对于 150 张以上床位的养老机构、入住 50

人以上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必须内设医务室或

护理站……我省发布《安徽省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

系（2018—2020 年）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供给体系。

但这位负责人也坦言，目前面临的还是护工短缺

问题，不仅仅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其他的老人也都面

临着这个问题，“若有一定技术、一定文化的护工，他们

会有更大的选择性，如居家保姆、月嫂等，都是高薪工

作，养老机构的工作繁琐，他们会有更多的选择性。”

“面对失能失智老人，照护的专业性也是一个值得

深思的问题，每个老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都不一

样，要做充分的准备。”一位护理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探索：养老服务进社区
值得肯定的是，去年全省首家“失能失智激活中

心”在三里街街道临淮路社区正式成立。据悉，“失能

失智激活中心”是三里街街道联合安徽省社家老年服

务中心引入的一项国际（荷兰）先进的健康养老模式，

它的特点是失智症早期的病人可以到社区做干预和激

活的训练，帮助他们建立各种条件反射和学习能力，达

到尽可能自理的状态，增加其社交活动。

临淮路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在家照顾，一人生病

拖垮一家；养老机构费用很高，一般家庭也难以承受。

激活中心的建立，简单来说，就是把养老服务嵌入社

区，失能失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康复治疗。”

这位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截至去年年底，他们在辖

区摸排了 40 多位失能老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前文所说的家有失智老人的王先生，日前也向激活中

心求助，康复师给出了建议和心理疏导，王先生也正在

一步一步尝试与母亲新的相处方式。

李先生刚过50岁，因为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

不遂，行动不便，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先生的生

活方式不太健康，有过高血压史，但自己不够重

视，中风前的生活上、饮食上都很随意。

今年出院后，李先生左边身体已经没有了知

觉，一开始还在医院做着康复训练，但整体上情

绪很悲观，破罐子破摔，不愿意去做康复。

他的父母都已经是八旬的老人，看到儿子这样

的情况很是伤心，因儿子独居，他们两老人便在自

己的住处附近租下来一套房子，将儿子接来照顾。

社区工作人员在摸排中发现了这户的情况，

很是关心，常常上门去看看，两位老人说，儿子事

业成功，生病前找他的人很多，生病后情况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这让儿子有了心理落差，身体上

的失能，连走路都成为最大的问题，他对生活都

快失去信心了。

两位老人说，自己都已经八十多岁了，照顾

起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带他上医院做

一次康复也很麻烦，儿子未来的生活，他们都不

敢多想。

儿子生活进入低谷，八旬父母忙照顾

合肥市民方奶奶，一直与儿子媳妇同住，带

大了两个孙子，已经步入七旬老人行列的她本来

可以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可就在不久

前，她被诊断出“认知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阿

尔兹海默症。

早在几个月前，方奶奶儿子王先生发现，母

亲有一些健忘，而且疑心病很重，在小区里或者

家中，只要有两个人围在一起说笑，母亲就会突

然上前去问人家，是不是在说她坏话，同时不愿

意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因为从前方奶奶得过脑

梗，王先生心想是不是病情加重了，便带母亲去

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认知症。

从医院回来之后，方奶奶仿佛更加“变本加

厉”，不愿意自己睡觉，要儿子儿媳妇一起睡，逢

人就说，儿子虐待她，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还跑

到小区里要邻居帮她报警，说家里有人打她。

这样的例子，王先生说还有很多，每天家中

都在上演着，“睡觉不让我们锁门，夜里母亲要起

来好几次，每个房间都要去看看，五点钟必须要

有人陪着吃早饭，为此，爱人几乎睡不好觉，三点

多就要起来做早饭。”

这样的生活，不仅是方奶奶受苦，儿子儿媳

妇几乎都要崩溃了，不仅是身体上，更多是心理

上。“我现在年纪大了，你们就把我当成包袱，嫌

弃我了。”这样的话，方奶奶天天都挂在嘴上，儿

子媳妇听后，既生气又心疼。

老人自己受苦，儿子儿媳也几近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