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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奚氏清法第三
代传人、梁溪区优秀医师、
无锡易可中医医院奚氏脉
管中心主任朱成河

名医谈脉管病：这是
脉管病患者最关心的问
题。的确，脉管病治疗周
期长，截肢率高，由此给患
者身体和精神带来了严重
的负担。

数十年来，奚九一教

授将“奚氏清法”应用于临
床，采用“清法”和“养法”
相结合治疗脉管病，疗效
显著，将因脉管病所致
20%左右的截肢率下降至
2-4%。只要患者一发现
脉管病及时就诊，及时治
疗，就能增加保肢的机会，
同时缩短疗程，减轻痛苦。

传承人解读：70%的
脉管功能可以恢复，奚氏

清法“用腿吃药”修血管，
改善血管弹性，消除深静
脉高压，祛除血管中的炎
性因子，内外兼治，填补了
这一空白。 （江南）

【大话脉管】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教授生前有个心
愿，希望自己对脉管病的毕生经验，能够传给年轻一代，造福故里。

脉管病是否一定要截肢
约7成脉管功能可修复

——摘自《奚九一谈脉管病》

老伴和患有精神疾病
的儿子相继离世后，上海
88岁的马先生长期独居，
他说亲戚对他疏于照顾，很
少探望。相反，他和楼下水
果摊主小游一家熟悉起
来。老人在家中摔倒后昏
迷不醒，是小游把他送进医
院。当小游给老人亲戚打
电话时，大家都说自己走不
开。于是小游白天看店，晚
上到医院陪夜，直至老人出
院。

随后，马先生做了一个
让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去世后，将自己价值300万
元的房产留给小游，并且去
公证处做了公证。他们还

签署了一份“遗赠扶养协
议”，小游称，自己会继续履
行赡养义务。

消息曝出之后，老人亲
属等“法定继承人”说，他们
在马先生生病时进行了积
极照料，并称老人患有阿尔
茨海默病，因此对这份“遗
赠扶养协议”提出质疑。对
此，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工作
人员表示，当时老人能够准
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符合
办理公证的基本要求。简
单而言，遗赠扶养协议是扶
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
的义务，从而换取财产继承
权的“契约合同”。小游就
是通过这一模式“获赠”马

先生的房产。法律专业人
士表示，从民事法律的权利
义务关系上看，这一操作是
合规、成立的。

与此相似的，还有过
“老人把巨额财产赠予保
姆”，这类案例已很难看成
是孤例，每起个案都会引发
巨大争议，部分老年人的先
行先试，往往被质疑是不是

“被骗了”。
“亲属后辈事发之后动

辄质疑老人昏聩，终究不得
不直面一个诘问：为什么自
己没有被老人选为意定监
护人？是不是走得不够近，
处得不够亲，做得不够好？”
一位网友在留言中说。

“岳父母年纪大了，不仅
行动力不便，有时记忆力还很
差，脾气也变得有些暴躁，这
眼看着又快过年了，保姆要回
老家，我们很发愁。 ”陈先生
对记者说。年关将至，像陈先
生一家这样发愁的不在少数。

就在近日，广州越秀区一
家养老院推出了短住模式，长
者可以入住7天到1个月以上
的不等时段，还可以享受不同
等级的康复套餐，新颖的模式
有效地缓解了春节假期“保姆
荒”给部分家庭带来的困扰。

有关专家认为，短住模式
对机构和长者家庭来说是双
赢，机构可以增强口碑，提高入
住率，长者家庭可以减轻负担，
老人也可以被照护得更专业。

“这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

现象，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需要大家共同配合做好。”青
岛大学智慧健康老龄化研究
中心主任朱礼华指出，养老机
构做短住，既能缓解当前经营
困境，又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但一定要做好服务，无论是在
整体服务水平，还是个性化服
务方面，要帮助老人尽快接受
和适应新环境，同时在安全防
控上不能松懈。而对于老人家
庭来说，一方面要做好和老人
的沟通，让老人坦诚表达自己
的想法和要求，特别是在机构
选择、入住时长等问题上的意
见；另一方面要选择合适的养
老机构，并和入住机构多沟通，
如果是初次选择这项服务，最
好和老人共同去考察有意向的
养老机构。 （老年生活报）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
专家：家庭规模变小 陪伴成奢侈品

88岁老人将300万房产赠送给照顾他10年的水果摊主，是因为亲属的陪伴照
护没有到位；老夫妻病了也不愿告诉别人，只因为怕子女太过奔波；只有一个独子
的丧偶老人，不敢想以后老得走不动的情形……

不断变小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快的人口流动，独居老人、空巢老人不停在我们
身边出现。专家表示，现在不少老人没有得到良好赡养和陪伴，多是这种客观原因
造成的。与传统的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人手不足、精力不够，使得赡养
纠纷从不同子女、亲属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子女和老人、外部人员之间的矛盾。

“保姆荒”催热养老院“短期照护”

巨额财产赠予“陌生人”
常被质疑是否被骗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
盏灯”，一想起在手机上看
到的这句话，69岁的王阿
银就一阵心酸，因为这正是
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王阿银年轻时从东阳
来到杭州，凭一身厨艺站稳
脚跟，唯一的儿子已出人头
地，生活算是圆满。

然而5年前，患病多年
的妻子撒手人寰。老伴走
后，王阿银也去相过亲，但
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现在
已经基本放弃再找老伴的
想法。“儿子在国外，两三年
才能回来一次。他在国外
拼搏已经很累，我不能再拖

累他。”王阿银说。
王阿银感到，长时间的

独居生活令人沮丧、不安甚
至抑郁，但他明白，排解孤
独还得靠自己。他参加了
一个志愿者组织，主要为高
龄老人、残疾人士等上门做
饭，有时也在其他公益活动
中帮忙。他很喜欢参加这
些活动，尽管不赚一分钱，
还经常要贴钱，他还是每次
都去，“档期”排得满满的。
但独处的时间总归还是难
熬。“白天忙忙碌碌，奉献爱
心，晚上回到家，只剩一个
人，看着电视就会发呆。”他
说。

在王阿银的圈子里，不
少人和他情况类似，“都是
独生子女父母，或者孩子不
在身边。”王阿银说起一对
老夫妻，一次出门不慎被电
动车撞倒，一个手臂骨折，
一个盆骨受伤，双双住院。
但他们没敢告诉远在广州
的女儿。王阿银理解他们
的想法：“不想给孩子添麻
烦，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
人照顾了。”

王阿银现在身体还不
错，但他不敢想以后怎么
办，“等老得出不了门，谁来
陪我说说话呀？”

白天忙于公益
晚上只能对着电视发呆

没有哪个组织
可以完全代替子女

在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
杨建华看来，缺乏陪伴的老人
日益增多，是社会变化的一个
缩影。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
多子女共同赡养老人的模式
渐渐退出舞台，打破了传统上
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的家
庭模式。

在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
的父母已步入老年，在“4-2-
1”家庭结构中，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一
方面，现代年轻人压力大，忙
于打拼工作和经营自己的小
家庭，一人照顾两个老人，或
者一对夫妻照顾4个老人，确
实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现在
人口流动率高，很多子女工
作、生活都在外地，对父母难
以照顾周全。还有的因为经
济状况不佳，赡养老人确实有
困难。

在农村，由于大量年轻人
进城务工，他们的父母、长辈

留守在家。即使是条件较好、
重视教育的地区，年轻人也普
遍更愿意到城市去学习、工
作，老人“空巢”现象也不在少
数。

与传统多子女家庭相比，
如今年轻人在时间分配、人员
调配上捉襟见肘，成为老人缺
少陪伴的客观原因，使得赡养
纠纷从不同子女、亲属之间的
矛盾，转变为子女和老人、外
部人员之间的矛盾。相对于
经济上的供养，现代老人更需
要的是心理慰藉，但这恰恰是
子女最难做到的。

家庭对老人的陪伴能力
日益削弱，原来由家庭承担的
赡养功能有向社会转嫁的趋
势。杨建华说，虽然政府已不
断加大养老服务投入，但老年
人个性化需求还是难以得到
满足。“目前还没有哪个组织
可以完全代替子女，陪老人说
说贴心话。” （浙江老年报）

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