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疾病、精神折磨，合肥72岁的失独
老人唐奶奶已经无力照顾自己，于是她希望
能入住养老院。然而就在上周，唐奶奶再一
次被养老院婉拒，原因是因为没有孩子签
字。“我恨不得跟随孩子去了。”她绝望地说。

省社工协会数据显示，早在3年前，合肥
市区失独家庭已近300户，涉及400余人，失
独老人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身体健康状
况也每况愈下，躯体疾病患病率高达
82.4%。“医疗费用支付、无人照料陪护、养老
院接收难等问题，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紧迫性
养老问题的出现 ”该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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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给失独者铺一条养老之路？
数据显示：合肥失独老人超8成患病，超7成年收入不足2.5万元

事例1：
疾病缠身，却没有人陪同看病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动脉硬
化、哮喘……78岁的章大爷可谓疾病缠身，整
日吃药比吃饭还多，不仅如此，还要经常去医
院检查、治疗。自从几年前老伴和独子相继
去世，章大爷也成了失独老人。

失去亲人的打击，让章大爷多年的老毛
病持续恶化，甚至几次病发住院。

“以前每次发病，都是给侄子打电话，挂
号、缴费、排队检查、取药都是他忙活。可毕
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时间久了我哪还好意思
这样麻烦人家。”章大爷说，他曾想要请保姆，
可家政公司一听说他身患多种疾病，又总是
有些犹豫，很多保姆受不了接二连三地跑医
院，也都不得不辞掉了。

“万一哪天再病发，做手术身边连个签字
的人都没有。”最让章大爷担心的是，疾病缠
身又没人在身边照顾，后果会怎样，他想都不
敢想。

事例2：
收入微薄，住不起养老院

62 岁的失独老人方大妈坦言，接二连三
的疾病，让她愈发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我每个月退休工资只有几百元，平时省
吃俭用还不一定够，一旦生病，治疗费、药费
就成了我不能承受的天文数字。”方大妈说，
如今她有个小病都尽量不去医院，可怎奈上
了年纪，病越来越多，都这么撑着，也不是办
法，即便是咬咬牙去医院看病了，可一连串的
排队、挂号、检查、取药，都足以让她累得晕头
转向。

在方大妈的生活里，大馍就白开水就是
一顿早饭，炒一盘菜可以吃好几天，天气好的
时候，就去菜市场买些烂叶的便宜菜，天气不
好，就坐在窗边发呆。

有一次，独自在家的方大妈不小心在卫
生间滑倒了，一时间动弹不了，她只能躺在冰
凉的地板上，等腿稍微能够活动了，自己慢慢
挪到卧室里给邻居打电话求助。

疾病缠身，却看不起病，身边无人照顾，
又住不起养老院，方大妈说，她甚至能想像到
未来几年自己的晚年生活只会更加凄凉。

事例3：没有亲友担保，想住养老院都难

今年72岁的唐奶奶，是合肥失独群体中的一员。
几年前，女儿因车祸去世，刚走出丧女之痛不久，

老伴儿又因癌症离世。那一刻，唐奶奶一度感觉天都
要塌下来。

至亲的相继离世，让唐奶奶成了最孤独的人。如
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唐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一
不留神磕磕绊绊以及老年人常患的高血压、糖尿病等

问题，让她整日痛苦不已，一度整夜头疼睡不着觉。
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唐奶奶也考虑住养老院，但

很多养老院需要亲属或朋友签字担保，可唐奶奶身边一
个亲人都没有，朋友也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谁也不敢
签这个担保。“到老了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孤独，我就想
平平安安过完剩下的几年，可怎么总是这么折腾来折腾
去，却没个安稳的落脚地呢？”唐奶奶为此很是难过。

数据：合肥失独老人超8成患病
据“怡养家园”项目合肥地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合肥在实施“怡养家园”项目时，曾对失独家庭进行过
统计。早在 3 年前，登记在册的女方 55 岁以上失独家
庭，合肥市区有283户，涉及452人。从区域分布来看，
瑶海区所占失独老年家庭比重较大，占合肥主城区失
独老年家庭统计数据总户数的30%。

人到晚年，失独老人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身体
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省社工协会通过组织开展体检
活动及相关数据整理发现，患有躯体疾病占总体数据
的 82.4%，医疗费用支付、无人照料陪护等问题，引发
一系列紧迫性养老问题的出现。

此前，怡养家园项目执行组以对接入户的失独家

庭户数为基础，开展了“失独家庭状况”调查活动，随
机抽样调查合肥地区 133 户 216 位失独家庭老人。调
查显示，在失独老人中，个人年收入 2.5 万元以上的占
比 23%，主要来源于政府、事业单位及从事个体经营
的人群；个人年收入 1 万元~2.5 万元的占 59%，主要来
源于原单位退休工资，先前供职于企业、工厂等单位；
个人年收入一万元以内的占 17%，主要来源于城市低
保、失独农民补贴等，这类失独老人主要是城市低保
特困群体、失地农民回迁人群。这意味着，超过七成
的失独老人年收入不足 2.5 万元。经济收入的差异直
接影响到这一群体日常生活、精神、医疗、养老等一系
列问题。

担忧：失独之后，如何养老？
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

据推算，我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户，每年新增 7.6 万
户。面对这样不断增长的特殊群体，仅依靠零星的养
老院及分散的公益行动很难真正解决其养老和心理建
设等问题。

省社工协会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失独老人除
了担心健康问题、生活来源等问题之外，老无所养、病无
所依，才是失独老人真正担心的核心问题。很多失独老
人并不十分担心目前的生活困难，因为他们基本上还能
自己照顾自己，但他们非常担心将来老了怎么办。

政策：400户失独家庭可享“电子保姆”
据此前省社会工作者协会称，今年我省将有 400

户左右的失独家庭可享“怡养家园”服务项目，包括“电
子保姆”计划。

“该计划为纳入项目的合肥主城区失独老人提供
每户600元/年的‘养老服务代金券’，方便失独老人享
受家政保洁、综合维修、健康康复、生命关怀等各类专
业养老服务。”该协会介绍。

此外，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中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持的养老体系。事实上，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失独群体面对的不仅是经
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除了需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法
规，依靠政府力量，还要动员社会机构、民间力量以
及个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