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又到白关丝瓜上市的季节。5 月 20 日，芦

淞区白关镇蚕梅村白关丝瓜基地，一条条

水嫩饱满的丝瓜挂满藤蔓。目前，白关镇

种植的 1 万亩白关丝瓜迎来收获季，上市

初期，田头批发价约为 5元/斤。

一大早，蚕梅村村民袁深根就带着聘

请的工人在地里忙碌起来。袁深根种植了

10余亩白关丝瓜。“今年的丝瓜产量比去年

多，老板来得多，都催着要货。9 时左右就

要开始装箱了，所以都要请工来摘丝瓜。”

袁深根介绍，今年的白关丝瓜上市早、品质

好、价格好。现在上市初期，价格在 5 元一

斤左右。

当天，他对着记者镜头卖力吆喝，为自

家种植的白关丝瓜“代言”，也为丝瓜丰产

期打开销路。白关丝瓜 2020 年 3 月获批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1 年 5 月获批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株洲地区首个获批

“国家地标双认证”的蔬菜品种。

近年来，芦淞区携手省农科院蔬菜研

究所持续对白关丝瓜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复

壮，今年白关镇有七个基地种植第八代提纯

复壮种子。在白关镇，随着产销对接的更加

紧密，丝瓜种植户对市场也越发“懂行”。“互

联网+农业+电商”新模式已成为越来越多

瓜农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路径、新方法。

记者从芦淞区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

白关丝瓜的产量、收购价格均创新高，与农

户抢抓时间选优种植、加强田间管理、抢先

上市销售等密不可分。

白关丝瓜“抢鲜”上市

种植户挑选成熟的丝瓜。 记者/杨凌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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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快递经

常遭窃，社区干部揪出行窃者后，不仅未将他扭送派

出所，反而对其倍加关怀。近日，荷塘区红旗村不少

居民听闻了这件事，对社区的作为赞赏有加。

近几个月，红旗村某快递驿站的快递件经常遭

窃，恰好站点监控拍到了行窃者的样貌，站点负责人

请社区老党员谭巧云帮忙辨认。

“我一看，这个人是我之前的帮扶对象阿云的儿

子晓峰（化名）。”谭巧云说，阿云患有精神疾病，早年

与丈夫离婚，长期以来，母子二人相依为命。2019 年

阿云病逝，晓峰独自生活，社区考虑到晓峰已大学毕

业，具备谋生能力，便将他从帮扶名单中剔除。

谭巧云说，自己是看着晓峰长大的，好好的一个

大学生为何变成这样？她倍感意外，决定上门问问

情况。

“家里乱七八糟，因欠费早已停电多日，他自己

则瘦得不成样子。”谭巧云进屋后被眼前景象惊呆。

一番问询得知，晓峰已将近一周未进食，饿得受不了

了才出此下策，去快递驿站偷拿食品类快递件充

饥。原来，晓峰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这几

年基本靠着母亲的安葬费过生活，如今钱花光了，生

活已无法维持。

谭巧云与晓峰交谈过程中，对方多次流露出轻

生的意愿，排斥与陌生人交流，抗拒融入社会，有明

显的自闭倾向。她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给了茨菇塘

街道红旗村社区。社区考虑到晓峰的特殊情况，未

将其扭送派出所，社区副主任刘贞还购买了方便面、

挂面、鸡蛋上门看望晓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刘贞说，晓峰并非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平日里偶

尔依靠网络赚点钱，晓峰大学学的是新能源专业，在

社会上还是比较容易匹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他目

前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找工作赚钱，而是解开心结，不

再排斥与社会接触，重树生活信心。”

社区还找部分丢失快递件的居民做解释工作，

居民们了解晓峰情况后，大都选择原谅，不再追究。

目前，红旗村社区已安排志愿者定期到晓峰家

探望，关心他的生活和思想，谭巧云也动员支部党员

时常探望晓峰。“这孩子是个苦命的娃，作为邻里邻

居的，我希望能帮上他的忙。”

“社区没有心理专业资源，希望有这方面能力的

热心朋友能够帮帮晓峰。”刘贞呼吁社会爱心人士能

一同给予晓峰关注和帮助，她还表示，如果未来晓峰

重拾生活信心，社区将帮他链接资源，推荐适合的工

作岗位。

发现是他偷拿了快递件，然后……

27岁小伙
架起“生命之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
员/刘静） “能够让一个年幼的生命得以延续，

我很开心也很荣幸。”5月 20日，经过 5个多小时

的血液采集，郭蓉旺捐献的 200余毫升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被送往移植患者医院，这一袋鲜红的

“生命种子”将挽救一名13岁男孩的生命。

今年 3 月，27 岁的郭蓉旺被维维食品饮料

股份有限公司派驻株洲期间，接到市红十字会

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的通知，这让他成为我市

第 48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

郭蓉旺告诉记者，当时还是学生的他早在

2015 年即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随后，他在 2018

年接到过一次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通知，但后

续不知为何，再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那次，我得知初配成功的消息后，内心激动

了好久，可没想到最后还是捐献失败。而这一次

配型成功，则弥补了我此前遗憾。”郭蓉旺说。

连续五天注射动员剂后，郭蓉旺身体出现

酸痛和发烧不适，但是在他的眼里，“但凡能救

活一条生命，这些都是小事儿。”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郭蓉旺也没有把捐献

的消息告诉益阳老家的父母。他一改往日重

口味、吃夜宵、喝酒、熬夜的习惯。“朋友们知道

我要捐献干细胞的消息后 ，都主动与我‘疏

远’，不像以往隔三差五地约我出去玩了。”郭

蓉旺讪讪说。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当今治疗白血

病等恶性疾病最有效的临床技术，由于非血缘

人群中配型相合率非常低，通常配型相和率仅

有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需要有更多富有爱

心的人加入。

企业负责人到事故现场受教育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事故损

失令人心痛，要从他人的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坚决

防范事故发生。”近日，市应急管理局、醴陵市应急管

理局组织部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参观“4·26”

烟花爆竹爆炸事故现场，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在现场，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剖析了事故原

因，29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就加强安全监管

深刻反思、表态发言，并就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进行集

体宣誓。

“风险隐患点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事故，该

投入的安全生产经费一分也不能少。”几名参观结束

的企业负责人在现场围成一圈，神情严肃地开展

讨论。

“应当学习借鉴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有奖举报

举措，通过重奖激励员工积极参与风险隐患的排查

治理。”醴陵市白兔潭镇一家企业负责人廖先生说。

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刘栋表示，在事故现场

开展警示教育课堂，目的是让企业负责人直观感受

事故教训，绷紧思想之弦，常思不足之处，全面压实

企业主体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每一条风险

隐患。

近期，我市应急管理部门将陆续对全市 176 家烟

花爆竹企业，开展事故现场警示教育，帮助理清安全

工作思路，抓实抓好抓细相关工作。

▼老人正在食堂开心用餐。

▲老人正在康复训练。

▲老人散步回来。

▼老人正在练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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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远走，老伴不在，支出增加……

抉择与出路：株洲老人如何幸福养老？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文/图

中国，60岁以上老人，2.97亿人；65岁以上老人，2.17亿人。
株洲，60岁以上老人，77.7万人；65岁以上老人，56.7万人。
老龄社会，已经来临。
养儿防老、节衣缩食等传统理念，正碰撞着子女远离、花钱养老等既成事实。日

渐孤独与渴望亲情，收入降低而支出骤增，“2小养4老”等一系列矛盾复杂而尖锐。
株洲老人的抉择和出路，究竟会走向哪里？

4 月 30 日上午，荷塘区宋家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挂牌

营业。

当天上午，93 岁的刘万山（化名）在两儿一女的陪同下，来到这

里参观、体验。

轮椅中的老人一脸严肃，看起来并不高兴。可能是养儿防老的

观念，让他很难直面到敬老院养老这个结果。在中国，这种观念根深

蒂固。

此外，一年 2 万多元的养老费，让吃了一辈子苦，每月退休金刚

过 4000元的刘万山难以接受。

女儿却道出了家人们的苦衷。 她说二哥有认知障碍，父亲主要靠

65岁的大哥照顾，现在是“小老人照顾老老人”。老人的生活圈就是等

吃早饭、等吃中饭、等吃晚饭，诸多护理琐事缠身，24小时不能离人。多

年来的这种生活模式，让全家人都没了自我，人都要疯要抑郁了。

子女在身边尽孝，老人显然是幸福的。而“奔六”的马易梅（化名）

显然因缺乏这种幸福而焦虑。她离异多年，独生女儿在国外工作。4

月 18日，她因打球扭伤膝盖。当天，她一瘸一拐，在市伤科医院住院

部交费、各种检查上下奔波了6趟，剧烈的腿疼让她流泪数次。

“女儿在国内，我就不会这样孤独和无助。”马易梅说，她想过到

敬老院养老，但网上不时爆出老人被虐被骂的新闻，她就觉得亲人不

在身边，到时肯定要吃大亏。

“子女被拖垮的养老”难以承受，“亲人不在身边的养老”让人焦

虑，而无钱养老者数量也不在少数。

4月 26日上午，59岁的吴君（化名）再次来到她所在的社区，获悉

自己的低保手续仍然没有办理下来，她感觉很无力。两年前，她患癌

花光积蓄，债台高筑。丈夫每月不到 2000 元的环卫临时工工资，还

随时面临中断可能。低保金，成了她养老的唯一希望。

子女远离、老伴不在（离异）、收入降低而养老支出骤增，养老因

人发愁、因钱发愁、因精神孤独而发愁……这些养老矛盾，出现普遍

态势。伴随着 60后、70后退休潮来临，这些矛盾会更加尖锐。

54 岁的李丽玉（化名）目前基本处于半

退休状态。她的儿子在北京上班。

她组了一个群，群里 10 个成员是她这

辈子“最铁的朋友和同学”。聚餐、旅游、打

牌、运动，是这个群最多的活动。

“10 个独生子女家庭，9 个孩子在北京、

杭州、长沙等大城市。”李丽玉说，这个群的

群员就是她养老的伙伴了。养老资源共享、

费用分摊，相互支持是她们初步达成的一个

意见，她谓之抱团养老。

而天元区山水洲城的易氏三姐妹，退休

后在海南团购了房屋。近几年，每到 10 月

或 11月，她们就飞往海南过冬养老。

“那里有个株洲村，不感到孤独。”易大

姐说。

荷塘区民政局副局长谭震宇介绍，以

后，小区嵌入式养老会越来越普遍，小区提

供 5-6间房，内设护理床，按摩床，老人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但总的

养老趋势，一定是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

为基础，专业机构为补充。

株洲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黄上峰解释，居

家养老在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主流，我市当下

正全力打造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旨在让老

年人出门 15 分钟内，即可享受养老服务。

搭建完整的养老服务体系，也许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养老问题。

我市某资深养老机构负责人则认为，一

旦出现失能、失智或半失能、半失智老人，抱

团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候鸟型养老等

养老模式，很可能就成了伪概念。上述的这

些模式，无法承受这种“失能或半失能带来

的灾难”，唯有专业养老机构才能解决这样

的难题。

那么专业的养老机构，又是个什么样

子呢？

2 养老模式

5月 15日，株洲市阳光康养医养中心。

桔黄的主色调，让这里充满着温馨。宿舍全减震地板，体现了这里

无微不至的人性化关怀。走道干净，食堂整洁。一些老人在随意聊天，

一些老人在护士指导下做着康复训练，一些老人正在安静练习书法。

多种小中型的医用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魏玉洁，83岁，株洲原轻工业局退休职工，和老伴来这里居住近

一年。两口子包了一个单间，配有 24 小时热水、彩电、冰箱、洗浴设

备、马桶。这里 24小时巡逻，夜间不舒服，一按铃就有护士过来。养

老费用 4500元/月全包，两口子退休金合计 10000元/月，经济上并无

压力。而她最满意的是这里的护士和护工每次遇到她，总是热情地

喊着奶奶。温情的问候和家常一样的聊天，让她得到了极大的人格

尊重和精神满足。

“完全给孩子们松绑了”魏玉洁说，3 个儿子每个周末一有时间

就过来看她、陪她，她感到这样的养老特别好。

“早餐有包子、面条、米粉、稀饭、粥等，中晚餐四菜一汤，每天换着

品种吃，而且味道也好。”88岁的严芝元在她贺家土房子拆迁后来到这

里，一个月的生活，她评价这里“服务好、啥都好”。

而 78岁的胡美山爱上了这里的安静和舒适。

“空气质量好”。记者采访时她正和几个老人在书画室内练习书

法。她儿子和双胞胎女儿也对这里认同度很高。

唱歌、跳舞、书画、乐器培训……老人有爱好，发扬爱好，没有爱

好，培养爱好。

中心负责人刘生解释，这里是一个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既有专业

的养老服务，同时有基本和常规的医疗康复力量和设备。

敬老院属于养老的 1.0版本，具有政府兜底性质。而更好的养老

院，则属于养老的 2.0 版本。具备医养结合的康养中心，就属于养老

3.0版本。有业内人士对当下养老机构作出这样分类。

吃得有营养、住得很舒适、活得有尊严、精神不寂寞、子女无压

力，在个人经济条件允许下，类似于 3.0 甚至 4.0、5.0 版本的养老机

构，是否就是解决养老难题的终极出路？

今年 3 月 8 日，民政部部长陆治原接受采访时表示，为解决养老

问题，民政部门下一步将着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资金来源

问题。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解决由谁来提供养老服务，提供什么样的

养老服务问题。健全健康支撑体系，解决老有所医、老年康养的

问题。

“孝顺天经地义，但如因孝顺而导致子女完全丧失了自我，这不仅

是一种残忍，更是个人和社会都难以承受之重。如果老人换一个环境

能活得更好，那为什么不呢？”刘万山的女儿认为，养儿防老等传统观

念，是时候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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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有绝对的爱，也难有永远的爱，哪怕

是至亲之间，也概莫能外。而且，随着老龄

化社会日趋严重，这种声音，可能更加强烈，

只是很多的人，不愿面对或审视罢了。并不

是子女不爱你了，而是子女也老了，或是其

他原因“爱莫能助”。

究竟如何养老？

首先，如果有足够资金，那么，的确可以

少很多养老麻烦。其次，要未雨绸缪。哪怕

你还只有 50 多岁，就要为养老进行思考和

规划。再次，要靠自己。我们可以指望子

女，但绝不能依赖子女。再亲的血脉，终有

不得已的时候，否则，就不会有“久病床前无

孝子”一说了。

当然，随着养老体系和医疗体系的不断完

善，晚年幸福将成常态。但如果你就因此认

定，我们就此可以躺平而不努力，而不未雨绸

缪作出规划，那么我只能说，你还是太年轻。

尖锐矛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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