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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虚拟养老院”里的实惠生活
“老年节”特别报道——

如果告诉你，有这么一
家养老院，用 100 平米的场
地容纳了 6208 名老人，你
会不会立刻联想到电影《桃
姐》里那供老人们居住的拥
挤逼仄有如火柴盒般的格子
间？

事实上，本期我们将要
介绍的这种养老院，不仅毫
不拥挤逼仄，甚至见不到
一位老人的身影——几台电
脑、几部电话、几名工作人
员，便实现了对数千名老人
的照顾和“有求必应”，这
就是目前正在长沙市雨花
区、郴州市苏仙区试点运营
的“虚拟养老院”。

9 月底发布的《2012 年
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统计
公 报》 称， 到 2012 年底，
我省有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 1033.02 万人。 放 眼 全
国，这一数据已达到惊人的
1.94 亿！而全国老龄办的一
份追 踪调查报告显示，10
年间，城镇老年人愿意进养
老机构的比例从 18.6% 降
到 11.3%， 农 村 老 年人 从
14.4% 降到12.5%。这说明，
在中国，居家养老的意愿始
终占据主流，老人们更渴望
能在自己家中颐养天年。

但与意愿相悖的是，空
巢老人群体的不断壮大已
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更何况
还有那些“三无（无经济收
入、无劳动能力、无人赡养）”
老人——他们的晚年，难道
注定只能独自“惨淡经营”？

应该说，政府、社会一
直都在群策群力，为这部分
老人解决养老困难。这不，
以信息网络为依托的“虚拟
养老院”就应运而生了！有
分析认 为，“虚拟养老院”
将成为国人养老模式的新范
本。

今年 10 月 13 日是第一
个法定全国“老年节”。现在，
不妨跟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一道“前往”长沙、郴州
我省目前仅有的两家“虚拟
养老院”，看看老人们究竟
享受到了怎样实实在在的小
幸福。

深夜，万籁俱寂，于一片
漆黑中眼神空洞地凝望天花板，
臆 想 自 己 会 不 会 就 此 一 睡 不
醒——相信许多空巢老人都有
过类似体验。

现年 75 岁的王镔垣是其中
典 型 一 员， 一 辈 子 孑 然 一 身，
到老无所依倚。他曾被打为“右
派”，蹲过监狱，出来后睡过大
街、住过工棚……直到近年才
搬进政府提供的位于长沙市东
山街道凤凰佳园小区的廉租房。

一室一厅，家具齐全， 虽
说终于居有定所了，但逐渐年
迈和衰弱的身体，让老人对水
泥森林中封闭的居家环境生出
种种忧虑。

“若不是有‘虚拟养老院’
关照，我恐怕已经化作青烟了。”
10 月 7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登门造访时，王镔垣老人先
是深深地提了口气，接着便有
了这句开场白。

这个“死里逃生”的惊险
故事，得从今年“五一”前后
说起。当时，王镔垣在工作人
员帮助下，将个人信息在雨花
区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即
俗 称 的“ 虚 拟 养 老 院 ”） 进 行
注 册 登 记 后， 获 得 了 一 部 装
有 GPS 定位器的“一键通”手
机——只要按下 SOS 键，手机
便会自动拨叫信息平台，向值
班话务员发出服务需求。

巧的是，仅仅数日后，这

都说月嫂难当，其实，伺候老
人可不比照顾“月毛毛”轻松多少。

“虚拟养老院”的顺利运转离不开
一支得力的助老护理员队伍，他们
分区划片、责任到人，确保能第一
时间赶到有需要的老人身边。

在长沙市雨花区，这支队伍共
28 人，其中 27人为女性。这支不折
不扣的“娘子军”咽下了不一般的苦，
也收获了比一般人更浓烈的夕阳情。
杨罗清的故事便是一道缩影。

听说她“不干了”，

老人急哭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见到杨罗

清时，她刚为一名生活不能自理
的卧床老人清理完大便归来。这
种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场面，却
是杨罗清的工作常态——作为助
老护理员，她得负责料理 16 名老
人的生活。

但杨罗清不认同这份工作就是
“为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么

简单，在她看来，“我们更多的是
心灵上的抚慰”。

所以，“娘子军”们除常规服
务外，还会不时精心策划一些“亲
情餐”之类的活动。有次，杨罗清
把 11 名老人集中在一个家庭里聚
会，大伙儿一起吃饭，一起看她 12
岁的小女儿表演节目，“八十多岁的
张芝、付顺华两位老人当场就激动
得哭了，说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因为贴心，杨罗清在老人们中
的人气之旺，那是出了名的。

今年 7 月，随着“虚拟养老院”
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注册老人激增，
助老护理员队伍要由一组扩充为两
组，并重新细分区域。78 岁的柳
淑沅得知小杨将有可能不再护理自
己，抹着老泪发起了脾气 ：“你要
不干了，那我也不干了！”她所称
的“不干了”，是宁可退出由政府
购买的免费服务，也要自行花钱购
买杨罗清的家政服务。感受到柳老
对自己的依赖后，杨罗清红着眼眶
宽慰她：今后就算多绕些路，也会
坚持为您服务到底！

受冤屈时，

她真想过“不干了”
“你帮我找找！”
“这都找两天了还没找着——

您再仔细回忆回忆，到底放哪了？”
有次，王奶奶把准备买营养品

的一沓钱放在桌上，隔日再看时却
不知所踪。杨罗清告诉记者 ：“王
奶奶是文化人，不说穿怀疑我拿了
钱，只是生硬地把我喊到她家：‘你
找！’”明显带刺的话 语让杨罗清
如芒在背，憋着满肚子委屈，没头
没脑地满屋子找。一回到家，她就
忍不住哭了：“我不干了！”

可隔天，杨罗清就食言了，仍
旧 耐 着 性 子上 门 帮 忙 干 活。“ 直
到奶奶自己翻出一叠衣服，一抖
落——800 元现身了。”老人家顿
时脸涨得通红，喃喃地埋怨自己“老
糊涂了，不中用了”。

抹干泪，杨罗清默默把这份委
屈继续埋在心底。而正是这个小插
曲，老人与她重新建立起的信任，
坚不可摧。        （下转 A05 版）

故事·长沙
定位遥控！为独居老人捡回一条命

部手机便派上了大用场。
“我头好晕……”5 月 11 日

上午，突感不适的王镔垣一时间
求助无门，试探性地按下了手机
的 SOS 键。电话很快接通，耳边
传来话务员亲切的声音，询问他
的即时症状，并指挥他做简单的
应急自救。而在王镔垣看不见的
电波那端，话务员面前的电脑显
示屏上早已自动弹出老人的个人
信息、家庭住址、健康状况、既
往病史等，快速判断之后，话务
员紧急联系上 120，并引导老人
进行三方通话，让 120 急救人员
能随时掌握到他的发病情况。

与此同时，由话务员就近调
派的助老护理员贺铁红已打车抵
达王镔垣家，配合 120 急救人员
将老人一路护送入院。10 分钟后，

话务员再次给王镔垣去电时，接
电话的是医院护士，告知老人已
经进了抢救室。经医生诊断，老
人为脑动脉阻塞，好在抢救及时，
这才最终脱险。

毫 无 疑 问， 王 镔 垣 是 幸 运
的——记者后来查阅资料发现，
就在当日，距离长沙 1231 公里
外的兰州市，命运对另一名独居
老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安排：同
样孤身一人的马老先生，在位于
该市七里河区林家庄的家中去
世，一周后被发现时，尸体已高
度腐烂。法医鉴定，老人是因突
发性疾病不幸离世的。

一个月后，王镔垣康复出院，
特地给“虚拟养老院”送来一封
情真意切的感谢信：“搭帮你们，
我才捡回了这条老命！”

疾病向来是困扰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群体的最大现实问题，而紧急救助正是“虚拟养老院”的重点
服务内容之一。记者了解到，只要是在雨花区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注册过的老人，使用注册手机打来电话，
平台的信息终端都会自动弹出老人的相关信息，包括年龄、住址、健康状况甚至日常爱好等，以便话务员
能够快速掌握老人情况，提供针对性服务。而每次的服务过程和反馈也会被收入信息库。

长沙市圭塘街道长重社区的
一户普通民居内，大白天的，92
岁的谢佩纯与她 70 岁的儿子谢
宗德也 经常窝在宽大沙发的两
头，眯着眼，似睡非睡。10 月 8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前往采访
时，见到的就是这幅场景。

都说人上了年岁后，精神头
自然 就 差了， 但在 谢 家 有个 例
外 ——只要助老护理 员汤亮 一
来，房间里立马就能响起欢声笑
语。

说起汤亮，她可是谢佩纯一
家通过“虚拟养老院”找到的“一
块宝”。

今年上半年，原本身体还算
硬朗的谢佩纯日渐衰弱，由于儿
子媳妇也都年近古稀，照顾起母
亲来难免力不从心，于是，谢宗
德拨打了“虚拟养老院”的服务
热 线 83912349。 信 息平台接 到
这条“聘钟点工”的服务订单后，
随即派发给了离谢家最近的助老

护理员汤亮。
初次登门“亮相”，麻利的汤

亮就给谢家人留下了极好印象。
买 菜、 做 饭、 拖 地、 擦 拭 家 具
……很快，原本因老人体力有限
而疏于整理的房间就被拾掇得窗
明几净、井井有条。“娭毑，你可
以拿地板当镜子照了！”汤亮一
句爽朗的玩笑，逗乐了一屋子老
人——家里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之后，汤亮被呼叫的频率越
来越高，而每次她上门服务的时
间，一准能打开平时沉默寡言的
谢佩纯老人的话匣子。

有时，谢佩纯会颤颤巍巍地
跟到厨房，一边看汤亮做菜一边
唠嗑 ：“小汤，排骨汤不要放味
精哦……再熬一会儿就能出锅了
……”听着像是奶奶对孙女的寻
常唠叨，却让整个房间都有了生
气。

9 月 23 日，是谢佩纯从医院
回家的日子。因高血压住院的 10

来天里，老人没洗过一个舒服澡。
调试好水温后，汤亮轻车熟

路地将谢老扶到洗手间的座椅
上，开始帮她冲洗，老人则默契
地用毛巾将脸捂严实以防眼睛进
水。洗着洗着，汤亮还习惯性地
用虎口圈了一下老人的小腿 ：“又
瘦了！看来这段时间要给您好好
补补！”

而自从谢佩纯“住”进“虚
拟养老院”后，家里的电话机也
变“忙碌”了许多，因为话务员
们会隔三差五地殷勤问候，“像
中秋啊、国庆啊她们都有打电话，
嘴好甜滴”！

看得出，对于这所“虚拟养
老院”，老人充满了感情也充满
着信任，甚至把家里的钥匙也交
一片到了助老护理员手中。每次
信息中心来电进行预约服务或回
访，老人还非要拉着话务员聊上
几句，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享受
着被嘘寒问暖的温情。

帮干活，还帮助“激活”老人精神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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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养老院”里的助老护理员们，服务对象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对象（即由政府出资赡养）和市场化
服务对象，可为老人提供无偿、低偿和有偿三类服务。类似家庭保洁、家庭护理、烹饪等为老服务项目，
收费均低于市场价格，并公示收费标准，待完成服务后再由老人与服务提供商（者）结算费用。

据悉，在雨花区民政局指导下，“养老院”还全国首创了一套科学的考评体系，对每一次服务的建立
与回访都实行录音监控，确保老人能够享受到足额的服务时间与约定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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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长沙
28 名助老护理员，
27人是女性

有护理员贺铁红的悉心操持，才有了王镔垣老人如今踏实、舒适的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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