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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养老院难，却能收获更多幸福”
一 周 舆 情

本报记者 王瑜

11 月 30 日， 北京市丰台区幸福里养老
中心组织的海南琼海冬季养老之旅已开始十
多天。今年 80 岁的刘秀芬和老伴是第二次参
加这家养老院组织的异地候鸟式养老项目。
这位退休十多年的原北京西城区某小学校长
对《工人日报》记者说，“这两年冬天都选择去
南方养老，主要看上的是这里服务还不错。 ”

刁凤菊是这家成立近 4 年的民营养老院
院长。 从做企业转型的她对《工人日报》记者
坦言：“办养老院比做企业难得多， 对管理者
和服务者有更高的要求， 却能收获更多的幸
福。”这一说法代表了不少民营养老机构负责
人的心声。

“不是儿女胜似儿女”

“我已经出了两本画集，在这里我能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不会感到寂寞。”今年 90 岁
的刘瑞兰老奶奶精神矍铄，口齿清晰，被誉为
这家养老院的形象代言人。

像很多家庭一样， 刘奶奶退休后跟老伴
一起帮孩子把两个孙女都照顾大。 之后她和
老伴打算开始自己的生活。 3 年多前，他们看
到这家养老院成立的消息， 于是就商量着住
了进来。不曾想老伴住进来一个多月，突发急
性心衰去世了。这一度给刘奶奶不小的打击。
不过这里服务人员的照顾让她感受到另一种
温暖。 养老院给老人们设立的各种兴趣爱好
班，也吸引了她的目光。喜欢绘画的她报了一
个兴趣班，每周学得很开心。 刘奶奶告诉《工
人日报》记者，现在她除了耳朵有点背，别的
没什么大毛病， 血压和血糖都很稳定，“在这

里不只找到家的感觉，还能发挥我的特长，所
以越活越开心健康”。

“一睁开眼，就要为上百位老人的吃喝拉
撒等一切操心负责。 ”刁凤菊坦言，以前做企
业不觉得有这么大的责任，做了养老院，感觉
每天责任重大，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她和爱
人现在工作重心全都转做养老院， 手头还做
的企业也主要为了维持养老院运营。

80 岁的闫荣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绿色
家园社区， 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到社区老友所
乐养老驿站转转。他说这里活动很丰富，不仅
能享受专业的医疗体检， 还在工作人员帮助
下学会了操作智能手机。

“这个行业不同于一般的服务行业，我们
服务人员就像是老人们的孩子。 虽不是子女

却要做到胜似子女。 ” 作为北京西城区规模
最大的民营养老院， 广外老年公寓院长康延
玲对他们与老人的关系深有体会。她对《工人
日报》记者表示，只有以这样的同理心和爱心
去做养老院的服务， 才可能让老人们不仅生
活有质量，更能感到温暖和有尊严。

专业养老人才缺乏

除了同理心和爱心， 养老院的运营管理
需要全方位的复合型人才。

多家民营养老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运营养老院比运营企业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
能。 对内需要懂得食品卫生、医保、住宿、护
理、心理、社工、人力资源、物业保障、工程维

修等多学科知识， 对外需要及时了解把握政
策，能与民政、工商、医院、公安、消防以及所
在社区和街道保持良好的沟通。

北京弘昆养老产业负责人邱筠尧对 《工
人日报》记者直言，除了耐心、爱心和专业技
能之外， 养老行业的管理人才需要具备的综
合素质比其他行业要高，比如：既要懂老人，
又要懂政策，既要懂管理，又要懂营销，既要
懂风险控制，又要懂得成本控制。

“养老院的管理者必须是个全科多面
手。 ” 刁凤菊说，“比管理一个企业要复杂的
多，因为我们服务的是高龄人群，身上责任更
大。”她告诉记者，他们也曾去中国台湾、日本
等地养老机构参观， 学习先进的服务理念和
管理方法。“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拥有先进养老
管理经验并能本土化操作的专业管理人才和
护理人才”。

专业人才的缺乏可谓行业普遍现象。 康
延玲表示，当前养老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专
科毕业人才太少，很难满足需求。目前最缺的
仍是专业护理员。 这家养老院目前入住老人
170 余人，其中护理员 35 人。按国际 1:3 照护
比例，专业护工缺口至少 20 人。

记者调查显示， 目前社工行业薪酬待遇
普遍偏低，很难吸引和留住高端社工人才。以
北京为例，医院护士有丰富的临床学习机会，
职称可挂靠在医院体系。 收入一般编制外为
五千左右，编制内则为七八千以上，工作时间
正常 8 小时偶尔加班。 而机构的护理员待遇
一般工资在三四千元包吃住，工作时间长，劳
动强度大， 即使休假也难真正在家休息。 因
此，多数来自下岗工人及农民工。

除了薪酬待遇之外， 缺乏完善的职称晋
升渠道，职业发展和上升通道受阻，也是专业
护理员不足和流失的重要原因。

邱筠尧称，在她接触到的护理员中，不少
人有初级护理员证 7 年了，都得不到晋升，也
不知如何晋升。

供需失衡背后的行业尴尬

此外， 民营养老机构在政策落地和运营
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困难。

采访中，不少民营养老院负责人坦言 ，
从申请办理到初试运营， 再到逐渐摸出门
道，期间走了不少弯路。 比如在与养老办事
机构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发现基层专业工
作人员很紧缺， 对于来申请建立和已运营
的不同类型民营养老机构， 很难抽出人手
进行政策介绍和辅导。 对于很多相关政策
的了解学习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从一窍不
通的养老“门外汉”到熟悉各种相关养老机
构及养老的政策， 养老机构运营者主要靠
自己钻研学习领会才可能逐渐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

他们希望能有一些协会或者政府认可的
机构专门负责给他们讲解政策并帮他们更好
地与主管机构对接， 这样他们可节省更多时
间和精力专注于养老服务本身。

对于初入行业的民营养老机构而言，不
仅对政策的了解和应用有需求， 而且对于如
何运营管理，如何与老人们相处，如何更好地
服务等具体操作层面也是刚需。

一些民营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 如果能
有专业的培训指导机构来帮助他们， 将会使
其运营服务更快进入正轨。“目前养老机构和
养老组织也有一些行业协会， 但是真正能服
务于行业本身， 服务于民营养老机构的还较
少。 我们希望成立一些更接地气的行业协会
和机构。 ”刁凤菊说。

当下，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在人才吸引、运营管理和政策落地等方面均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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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20 省“试水”聘任制公务员
网民：恰逢其时

《人民日报》报道，近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布公告，招
聘 9 名聘任制公务员。 今年 10
月以来，已有四川德阳、河南开
封、 山西省等地陆续发布招聘
聘任制公务员的公告。 据不完
全统计 ，截至目前 ，全国逾 20
省份 “试水” 聘任制公务员招
聘。 “聘任制公务员”再度受到
舆论关注， 引发人们对公务员
队伍建设的思考。

@ 中国网： 聘任制公务员
无疑是打破公务员“铁饭碗”适
应新时代的智者之举。 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聘任制
公务员“试水”的兴起可谓恰逢
其时。

@ 苏报评论员杨仲： 聘任
制公务员“试水”的意义，除了
可以让更专业的人做更专业的
事， 以实现综合治理的精准有
效之外，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
打破公务员的终身制“铁饭碗”
的认知， 来传导一种职业的压
力感和紧张感。

@ 法制日报： 聘任制公务
员制度要发挥优胜劣汰的作
用， 激发聘任制公务员队伍的
工作积极性， 聘任制公务员不
能成为试用期“加长版”的委任
制公务员。

@ 网友“张晓丽”：期待公
务员聘任制在接下来的实践中
不断完善， 促进事业单位招聘
生态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

人工造风煽除雾霾申请专利
网友：煽除雾霾还是煽除常识？

近日有媒体发现 ，一种人
工消除雾霾的方法———“煽除
雾霾方案”已经通过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初审并公布。根据其
说明书及摘要，在受雾霾影响
期间的地区，可以用人工按指
定的方向，在统一时间内共同
煽除雾霾。 以北京为例，如果
有 1500 万人参加为煽除雾霾
而进行的造风运动，在相同的
时间内向相同的方向煽动除
霾扇，形成的风力足够将刚形
成的轻度雾霾移出北京城，并
避免重度雾霾发生 。 消息一
出，引发舆论热议。

@ 网友“朱丹”：人工造风
煽除雾霾 ， 而且是 1500 万人
一起造风，这种“奇思妙想”真
是令人大开眼界。 这种创意不
仅严重劳民伤财，也是一种治
标不治本的思维，更算不上发
明创造。

@ 光明网评论员： 今天的
社会， 决不能开展这种违背常
理的动以千万人计的社会实
验。 无论这个发明申请人多么
自信， 也无论这个方案能否申
请成功，对于违背常理人情、关
涉千千万万、 指望短期达致效
果、 充满魔幻性诱惑力的运动
式方案，都该本能地报以警惕。

@ 新京报：“人工造风煽除
雾霾”，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初
审并不奇怪， 而离申请发明专
利成功还差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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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特约通讯员 范立淮

今年， 福建三明化工厂合成车间一合工
段最后三台高压机停止运行时， 从三明列东
出发的 18 路公交车跟往常一样，稳稳地停在
三化二村，停在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榕树下。

不少老工人还记得，榕树种下那年，专为
三明化工厂开辟的 18 路公交车专线开始运
营。50 年过去了，这个超过万人的大型国有化
工企业缩编 90%，从农用化工转型精细化工。

从竹寮草棚到套房
三明是福建老工业基地。 1958 年，来自

全国各地的 20 万工人在此会战，建起福建工
业新城。福建三明化工厂也在那时建厂，安顿
工人的三化二村也随之建起。先是竹寮草棚，
后是集体宿舍。

企业很快发展壮大， 以三化二村为核心
的工人文体设施也依序建成。 先后有了工人
俱乐部、工人体育场、三明市第一个配有各种
高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以及职工文体中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三化的鼎盛时
期，82 栋职工宿舍楼安置了 3579 户工人家
庭。 回忆当年， 不少老工人依然满满的自
豪———每家两室一厅的套房，做饭有煤气。

陈金刚于 1971 年 4 月进厂，到电石厂石
灰氮车间当学徒工。 他怎样也想不明白，上班
穿的劳保皮鞋过不了几天就开口裂了。 他一
问才知道，这个车间高温多尘、空气腐蚀性强。

陈金刚看着师傅们穿着铁丝捆、绳子绑、
胶布粘的劳保鞋上班很不忍。 在进厂的第 7
天，18 路公交车终点站， 刚冒出新绿的榕树
下出现了陈金刚的补鞋机。从此以后，每个周
末，一阵阵补鞋机“嗒嗒”的响声不竭于耳。

在 1981 年 3 月 5 日全国第一个文明月活
动中，陈金刚学雷锋小组率先从榕树下走上三
明街头，从补鞋子、补碗盆到配钥匙、修电器，
从量血压写春联到帮助孤寡老人……

当年的趣味运动还有影响
三化二村右侧 100 米处， 是三化俱乐部

原址， 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大剧场， 可以容纳
1200 多人观看演出。 每周定期放映电影，“五
一”、国庆、春节三个节日活动不断，全总文工
团来三明慰问演出就在俱乐部里举行。那时，
企业的职工合唱团、民乐团、舞蹈队、篮球队、
排球队、乒乓球队异常活跃。

家住三化二村的孙坦是上世纪 90 年代
三化公司热电厂的工会干部。这时期，备战福
建省第三届工人运动会的大众体育队在三化
集训，他是后勤总协调。 至今，70 岁出头的他
还记得滚轮过障、摸石过河、协力共进等大众
体育项目的比赛规则，在他看来，当时上级工
会推荐的这些趣味体育项目生命力很强，基
层工会活动至今还在用着。

现已退休的洪亦清常在清晨带着一群老
人挥拍引球做柔力球操。 他说，过去在厂里玩
柔力球是对抗竞赛，现在做柔力球操，是自得
其乐，在娱乐中健身。

工人回来了，能感到贴心的温暖
三化俱乐部的最后一场演出是 2007 年

厂庆 50 周年文艺晚会。 庆典后没几天，挖掘
机开来了。这里建起了 2 栋经济适用房，三化
二村居民的人数增加了，272 名工人住进了
经适房。 这一年，三化电石厂关门停产，3 年
后，电石厂整体撤销。

三化俱乐部拆除后，原来在俱乐部侧门的
平房里办公的三化工会迁到三化旧办公楼。这
一年，面对经营日趋艰难的形势，三化工会提
出“困难时期更要体现为职工办实事的能力”
的工作方针。 全国劳模陈国斌是这个时段离
开三化二村的。 临行时，在终点站的榕树下，
他落泪了。 他的成长伴随着三聚氰胺生产线
的兴衰，外国专家说他的眼睛能穿透机器，他
的机器拆了。 他走了，是坐着 18 路公交车走
的。 三化二村的社区社会化管理在这个时期
同步开始。

三化工会的工作人员说， 看企业从一万
多人变成现在的 200 多人，那 50 多年前种下
的榕树已有了一大片绿荫，工会就在 18 路公
交车终点站的边上。

“工人走了，目送一程；工人回了，能感到
娘家贴心的温暖。 ”

机器已经拆了， 对于原福建三明化工厂的
1 万多名工人来说，曾经的记忆就写在这里———

榕树下的终点站

11 月 29 日，娜仁花在室内的厕所冲洗拖把（上图）。 在新厕所中，冲
水马桶、淋浴、电热水器样样俱全。

2015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逐步开展“厕所革命”，厕所新建、改建工
作延伸至乡村牧区。 3 年间，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巴彦淖尔嘎查
（村）的娜仁花家中厕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娜仁花家“方便”的事很不方便。 2015 年 4 月，因为来草原的游
客较多，她们家修建了第一座露天旱厕（左图）。 2016 年 7 月，在当地政府
的帮助下，她们家利用草原优势，发展特色民宿，并在民宿内修建了冲水
马桶，方便了游客，改善了环境。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牧民娜仁花家中的厕所变迁

本报通讯员 蔡清泉 蒋湘俐
本报记者 邹明强

“多亏建了家访档案，老何才被及时救助，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1 月 12 日，一封感谢信
在荆门石化员工中传看，同事们无不感慨。

11 月 8 日 6 点 50 分左右， 上班路上的
刘党福，在经过公园门口时，没见到多年结伴
上班的何仲海，心里犯起了嘀咕。

“涛子， 你师傅咋没来呢？ 他跟你说啥
没？ ”刘党福见到刚到班的刘兴涛，迫不及待
地问。 “师傅没联系我。 ”刘兴涛答。预感不妙
的刘党福立即拨打何仲海的电话。 一连三个
电话都无人接听。

好在“走基层访万家”活动中，车间给快
退休的何仲海建了详细的家访档案： 老伴常

年随儿子在深圳生活，他独居在家且患有“三
高”，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刘党福迅速报告
车间，几分钟后，车间派刘党福、刘兴涛和刘
忠茂 3 人坐上值班车直奔老何家。 急促敲门
后听有微弱“嗯嗯”声，打电话能听到屋内手
机连续响铃声，却始终无人接听。

“肯定有事！ 必须破门！ ”3 人合力撞开
门，只见何仲海就躺在离门一米多远的地上，
动弹不得。 刘兴涛立即拨打 120，闻讯赶来的
车间领导和同事们一起将其送往医院。 何仲
海经过检查诊断为急性脑梗。主治医生说，病
人幸亏早发现且及时送医。

第二天， 车间派刘兴涛从火车站将何仲
海的家人直接送到病房。“我们全家非常感谢
组织、感谢车间同事们！ ”老何的妻子朱玉霞
说。 12 日，一封写得情真意切的感谢信递到
了支部书记手里。

一封不寻常的感谢信

本报讯（记者李国 实习生孙雅纯）11 月
22 日上午，随着重庆渝北区法院审判法官的
一声锤响，一起环卫工“在公共场所遭受辱
骂”的纠纷案正式开庭审理。 庭审现场，一环
卫工指责一女子，以辱骂的方式侮辱了她的
人格。 而该女子坚称，没有使用任何侮辱性
语言，对方是在借故讹钱。

今年 50 岁 的陈 女士 ，3 年前从 四川
广安来到重庆 ， 现是渝北区龙溪镇环卫
所工人 。

“我们环卫工就不是人吗？ 就该被她骂
爹骂娘？ ”22 日上午，陈女士一见到记者便激
动地倾诉自己的遭遇。她称，9 月 25 日晚上，
自己在龙溪镇松树桥中学大门对面，遭一辆
大众车主吴某辱骂长达一个多小时，期间围
观的群众有数十人。

吴女士究竟有没有使用侮辱、攻击性的
语言成为双方在法庭上质证的焦点。

陈女士的工友荣女士和唐女士特地请
假，作为目击证人出庭作证。

陈女士和工友唐女士共同负责道路清
扫。 9 月 25 日晚 7 点多，正作业的唐女士推
着垃圾车，与吴女士驾驶的大众车发生轻微
刮擦。

吴停车询问旁边的陈，有没有刮蹭。 陈

女士说：“当时我在和姐姐打电话， 并不知
情，于是，就用手比划了一个大概半米远的
手势，说了句‘还差得远’。 ”

戴着墨镜的吴女士围着自己的车转
了一圈 ，未发现不妥之处 ，随后便驱车离
开 ， 而唐女士也推着垃圾车去了垃圾倾
倒处 。

而后，吴越想越觉得不对，待车停好后，
下车仔细检查， 发现车辆有擦刮的痕迹，便
出来质问还在打电话的陈，为什么刮到了说
没刮到， 你认不认识刚刚推垃圾车的人，她
到哪里去了等问题。

“她说不认识刚刚推车的人，并且给我
指唐所走方向的反方向。 我按照她指的方向
并没有找到。 ”吴女士说，她这才回来质问陈
女士，为何说谎骗人，但没有使用辱骂、攻击
性的语言。

陈女士的公益援助律师窦娟，提供了当
晚事发期间的一个多小时的监控录像。 虽
然，画面中并无声音，但能看出，期间陈女士
多次想离开，都被吴女士拉了回来。 对此，吴
女士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吴女士表示，自己与陈发生争执的原因
在于， 她作为擦刮事故当事人唐女士的同
事，在她询问相关情况的时候，陈不应该对

自己说谎，帮唐女士打掩护。
争执发生后，吴女士报了警，交警通过

调取车上的行车记录视频后， 判定系吴的
全责。

“她们被警察带走处理车子问题的时
候，我留在原地越想越委屈，于是我也报了
警。 ”陈女士说，“警察建议我找法院。 ”

由此，陈女士一纸诉状将吴女士以“公
共场合侮辱他人”为由诉至法院。

据记者了解，在当晚事发现场，包括 69
岁的王师傅在内，均称：“小车司机（吴女士）
骂环卫工的言辞确实有些过分。 ”

经过两个小时的庭审，审判长希望以调
解的方式，让双方握手言和，吴先给陈表达
了歉意，但是，陈女士并不认可和接受。 由于
调解失败，本案将择日宣判。

陈女士说，“我的目的是让她在公开场
合赔礼道歉，法庭只有这么几个人，这样的
道歉我不认可。 ”

陈女士和丈夫都是环卫工人。 “丈夫本
不想做清洁工，觉得别人瞧不起，但我觉得
我们不偷不抢，没有什么。 ”

而公益律师窦娟提醒， 不能因职业、出
身而歧视他人，尤其公众场合，言语失当，轻
则治安拘留，严重构成犯罪。

环卫工说遭辱骂 司机称其借故讹钱

重庆环卫工打官司讨尊严

11·2811·28 星期二

“共享大巴”上线八天被叫停
舆论：叫停是理性之举
11 月 22 日，宁波街头出现

“共享大巴”。 近日，宁波市运管
局联合市客管局、 江北交通运
输管理处 23 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以涉嫌非法营运为由，紧急
叫停这一项目。 “共享大巴”运
营方 、 大巴巴科技有限公司
CEO 庄启达表示 ，“其实在项
目上线之前， 我们就知道会有
这么一天，该来的迟早会来。 ”

@ 东方网 ： “共享大巴 ”
不过是把收车费换成了收取
信息费 ，是新瓶装旧酒 ，是伪
创新。

@ 和讯网：“共享大巴”跟
一家旅游客运公司没什么区
别， 只是打着创新的幌子逃避
市场监管。

@ 网友“陆仁忠”：政府部
门叫停 “共享大巴” 是理智之
举，目的是为了建设更加规范、
公平的市场秩序。

@ 红网： 政府部门与相关
运营公司需多洽谈， 找到合理
有效的解决途径， 这样才能让
“共享大巴”重新上路。

（兰德华据新华网等舆情
频道编辑）

� 11 月 23 日，山东济南，一养老院，专业护理人员王心仪在喂老人吃饭。 目前，在养老行业
专业人才依旧缺乏。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