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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公益更能实现价值
今年66岁的纪丰和是青岛

市老年大学志愿团的成员，“主
要就是负责楼层的设备维护，为
授课老师摆放授课工具，打开教
学设备等，课程结束后整理教
室。”纪丰和介绍，楼层的每一间
教室、每一处角落他都熟悉，而
且深有感情，每天忙碌生活很充
实，“发挥了余热，实现了自身价
值，同时也收获了快乐。”

调查显示，多参与社会活动
让老年人受益良多。在老年人
参与社会活动的回报方面，丰富
生活占 59.88%，融入社会占
54.57%，娱乐身心占54.28%，贡
献社会占46.02%，实现个人价
值占44.25%，老年人在参与社
会活动的过程中希望晚年生活
内容丰富且对社会有益。

奉献自己收获精神寄托
今年75岁的鲍秀兰是青岛

市李沧区北山社区的一名“金
牌”志愿者。她曾身患癌症，在
病友的帮助下“重生”后，她利用
自己能歌善舞的优势，组织病友
们开展形体走秀、舞蹈培训，提
振大家的精气神，树立战胜病魔
的信心。她还在社区成立了“鲍
秀兰爱心工作室”，带领老干部
志愿者服务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织密社区疫情防控
网。

鲍秀兰介绍，参与志愿活动
她收获了社会认可，更让自己得
到了精神寄托。

传承宣讲点亮生命之光
青岛市军休服务中心军休

干部孙岚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
他不仅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陪审员、和解员”“中心红色
教育宣讲团负责人”，而且还曾

被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授予青岛市优秀志愿者
荣誉称号。“出我之力，尽我所
能，为人民做点事，为社会做点
贡献，让生命之光照亮他人。”孙
岚说。

在青岛市军休服务中心，有
一支军休干部红色教育宣讲团，
像孙岚一样的休干还有很多，他
们长年进机关、进军营、进社区、
进企业、进学校、进乡村，传递正
能量，传承红色基因。

老人做公益有喜有忧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显示，
到2020年底，老年志愿者注册
人数将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
突破3000万人，平均每8个老年
人就有一个老年志愿者。由此
可见，我国老年志愿者的队伍呈
快速发展之势，成为老年人参与
社会的重要渠道。

但是中老年人做公益同时
面临着两方面“障碍”，专家分
析，一是在主观层面上，老年人
由于本身属于需要获得帮助的
弱势群体，因此帮助他人的意愿
和动机不够充分；从客观环境来
看，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性质、
动机不明的“伪公益活动”，如果
老年人参加这些活动后上当受
骗，也容易倾向于拒绝信任其他
公益活动。

如何确保老年人放心做公
益？调查显示，公益组织和公益
项目应该充分考虑老年志愿者
的意愿和需求，确保公益账目公
开、透明，提升对志愿者身心健
康的重视程度，对慈善捐助活动
加强后续监督、反馈，不仅招募

“菁英”也要吸纳普通老年人参
与，同时积极支持和鼓励年轻人
加入。 （老年生活报）

新型养老新型养老，，不能只是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美””

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
进，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一些新型养老模
式，比如“抱团”养老、“旅行”养老、“旅居”养老、
“兴趣”养老等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应当看到，这些新型养老模式的出现，不失
为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的新的有益尝
试。然而，由于尚未规范性、规模化，这些新型
养老模式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平均每八个老年人就有一位志愿者

快乐公益成就不老人生

惠山区 李老伯：患帕金森病5年，
今年病情发展非常快，出门要坐轮椅，
吃药后只能活动不到1个小时，该怎么
办？

孟帅：帕金森病过了西药“蜜月
期”后，病情将极速发展，西药起效时
间越来越短，病人长时间处于“关”的
状态，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还给家
庭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魏江磊教授领衔的中西医结合

“帕金森病FIX立体定
向干预治疗体系”，是
无锡中医药管理局科
技项目，经过临床实
践，不仅能减少美多
芭用量的16.29%、控制抖僵慢等运动功
能，还可改善帕金森病人的便秘、夜尿
多、失眠等非运动症状。

特约：孟帅，易可中医院“魏氏脑病中
心”主任、魏江磊教授学生、项目副组长。

由无锡易可中医医院创始人之一、上海曙光医院神
经内科原主任魏江磊教授，领衔的中西医结合“帕金森新

疗法”，帮助了众多快速发展的帕金森病人。

魏江磊谈脑病

药效变差 抖僵加重 要坐轮椅
新方法控制帕金森快速发展

“新型养老模式在发展进程中，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财产权、隐私权、婚姻家庭
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亟须立法来界定权
利义务关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建指出。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
法律分会常务理事郑翔认为，从法律
制度层面来看，要使新型养老模式在
基层得以真正落实，首要的就是在立
法中完善相关新型养老服务的激励机

制。郑翔指出，应明确产业扶持措施，
要求增加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并在财
政、税费、土地、融资等方面形成规范
措施，鼓励、扶持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服
务，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与此同时，郑翔认为，应通过立法
完善养老服务质量监管机制，规范养
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将监管对象扩
展到物业管理公司、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等。 （老年生活报）

新型养老模式兴起

立法呈分散性特点

立法完善监管机制

曾经有一部讲述日本7位老奶奶
“抱团”养老的短片在网上很火。这样
新鲜的养老方式已在我国不少地方慢
慢出现。就在去年，“5位单身姐姐的
养老之家”的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
搜。很多网友羡慕不已，并希望自己
将来也这样“抱团”养老。

然而，与此同时，“抱团”养老似乎
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完美。“亲姐妹抱团

养老，4年后却变成了仇人”“5位阿姨
抱团养老才两个月就散伙”等消息也
屡见报端。

全国老龄法律论坛秘书长陈洪忠
指出，“缺少有效监督的居家养老会触
发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包括所谓的

“抱团”养老、“同居”养老、“互助式”养
老、“搭伴”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在内，
养老必须规范化、专业化并可监督。

应当看到，我国老龄法制建设经
过多年的发展和积淀，目前已取得初步
成果。立法方面，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外，国务院及其部委以及地方也制定了
规章及其他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但在陈洪忠看来，部门和地方立
法的频繁出台以及国家政策性文件的
不断颁布，也使得相关老龄立法呈现
出分散性的特点，由此也造成对老年

人保护的体系化与科学性的不足。
“应当通过立法协调发展养老保

障三大支柱，鼓励私人养老金发展。”
陈洪忠建议，用立法建设落实长期照
护保障制度，完善长期照护制度体系
构建，加强照护服务品质监管。规范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行为，引导老年
人养老观念的解放。促进市场的专业
化服务，发展老年人互助养老。

退休后的老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参加文体团
队娱乐身心？还是关注健康养生颐养天年？或是进入老年大
学学有所乐？日前，网络一份调查显示，老年人既是社会公益
事业的受益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