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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享银龄读书会

警方提醒
针对养老安全难题，不少社区

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在任城区南
苑街道南池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一
群老人正围在一起喝茶、聊家常，
中心设有老年餐厅、医务室、棋牌
室、健康小屋、休息室、健身室等。

“老人们可以早上来、晚上回，
中午在这里就餐、休息。我们还可
以派专人陪老人散步逛街，请医
生、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测血
压、血糖等服务，让老年人不出社
区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养老服
务。”南池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们通过不断完善各项养老
工作，健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让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
能够享受到便利的养老服务。”

据悉，任城区大力加强社区养
老设施建设，持续开展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清查工作，制定出台《任城
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管理指
导意见》等文件，将30余处新建小
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以街道为单
位打包，采用无偿或低偿方式委托
专业养老服务组织运营，实现专业
化、规模化运营。

设施提升 多元化养老缓解老人安全问题

老人走失老人走失、、丢失钱包……丢失钱包……

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安安””？？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通讯员 付哲 张艳

日前，嘉祥县发生两件与老年人出行安全、财产安全相
关的“小事”，幸得民警及时帮助，问题才被顺利解决。事件
背后，折射出老年群体的外出安全问题。

5月9日上午，嘉祥特巡警大队二网格队员巡逻时接到报警：曾子
像北侧公交站台处，一名八旬老人神情焦虑、独自徘徊。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发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正独自在公交站台旁徘徊。经询问
得知，老人为疃里镇村民，当日与老伴来县城时不慎走散。考虑到老人
年事已高且情绪焦虑，加上近期天气多变，值班民警在确认其身体状况
良好后，立即将老人护送至二网格警务站休息。在警务站内，民警一边
为老人递上热水，安抚其情绪，一边迅速展开调查工作。经过多方努
力，民警成功确认了老人的身份，并联系到了老人的女儿。

临近中午吃饭时间，考虑到家属赶来需要时间，民警特意为老人准
备了热腾腾的饭菜。“大娘，您先吃点东西，家人很快就到。”值班民警轻
声安慰道，确保老人安心等待。12时10分，老人家属驱车赶来，看到
老人平安无事，对民警的及时救护和悉心照料深表感谢。

案例一：
八旬老人迷路街头，民警暖心守护助团圆

5月11日，孟姑集派出所接待了一位神色慌张的老大爷。老人
称，一大早骑三轮车去医院看病，交款时发现自己的钱包没有了。值班
民警安抚老大爷的情绪后，询问了老人丢失钱包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随后，民警一边安排专人查看周边的视频监控，一边带着老大爷沿着他
常走的路线仔细寻找。查看监控的一组民警发现，老大爷骑车途中，钱
包从口袋掉出来后被一名骑电动车的路人捡走了。民警根据监控一路
追踪，在某小区门口找到了这名路人。经耐心沟通，该路人承认了自己
捡到钱包的事实，并将钱包交还给了民警。随后民警将钱包完整地交
还给老大爷。

案例二：
看病途中遗失“救命钱”，民警追踪寻回解民忧

老年人要确保自身出行安全，一定避免单独出行，高龄老人
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或佩戴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手环。切记妥
善保管财物，重要证件和现金可分装存放，避免携带大量现金。
建议有相关需求的家庭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为老人配备手机
或定位设备，方便紧急联络。如果有市民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老
人，请主动询问或报警。

两起事件虽圆满解决，却暴
露出老年群体面临的现实风险，
包括记忆力减退易迷路、反应迟
缓易丢失财物、突发状况应对能
力弱等。

“其实作为儿女，我们也想一
直在老人身边陪伴，也知道他们
单独出门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
题，所以平时会多嘱咐他们，但我
们这个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
中间有工作的阶段。”家住富丽华
佳苑的周女士告诉记者。难以分
配的时间和精力成了目前养老的
难题，如果请护工照料，每月至少
4000 至 5000 元，而且优质护工
资源稀缺，所以只有在老人彻底

出现“认知问题”或“健康问题”
时，才会贴身照料。

年过八旬的陈大爷告诉记者，
自己目前除了眼睛有点花、耳朵有
点背，其他都挺好，平时也能自己
照顾自己，所以一直和老伴单独居
住。“孩子们都在城里买了房子，也
说接我们过去，但我俩在那边住
不惯，而且过去的话，我和老伴就
得分开住，一个人跟一个孩子。
在一起一辈子，实在不想晚年

‘分居’，所以就留在了老家。”家
住疃里镇的陈大爷说，“孩子们
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情，我不想
给孩子添麻烦。他们隔三岔五也
会回家看我们。”

养老困局 “养儿防老”遭遇现实挑战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科
技发展，一些新兴装备也可以帮
助解决部分养老安全问题，如果
家中有独居老人，可为其佩戴定
位手环，在家中安装监控、跌倒报
警器等设备，实时连接社区平台。

“家里老人记忆力减退得厉
害，之前也发生过迷路被邻居送
回家的事情，起初我给他买了智
能手环，没想到老人不是忘记佩
戴就是忘记充电。”市民朱先生苦
笑着告诉记者，“老人独居惯了，
不肯和我们同住。”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朱先生拿着一个一元硬币

大小的黑色定位“神器”为记者展
示：“这是我从网上买的，很便宜，
但是非常实用，里面不需要插卡，
只需要放置电池就能连接手机自
动定位，而且它不怕水洗。”朱先
生说，这个东西帮了他大忙，因为
体积小，他在老人所有的随身物
品上都进行了放置，并缝在了老
人的常穿衣物里。此外，他还为
老人更换了智能门锁，每天老人
出门、回家，他都能接到通知，还
能通过门锁自带的监控看到老人
的状态，大大方便了他判断老人
的活动情况。

智能守护 解决老人安全问题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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