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北京市民政局出台的《北
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驿站在完成六大基本服务
功能基础上，可拓展市场化的养老服
务。同时还为驿站划分责任片区，既
保障困难老人的养老基本需求，又可
以用政府购买的方式“托底”保障驿站
的基本收入。同时，政府还设立负面
清单，依托驿站现存问题开展规范管
理，保障老人权益。办法出台后，在各
地养老驿站从业者之间，引发讨论。

在驿站从业者看来，“负面清单”
不仅对行业开展规范管理，也向行业
传达了一个导向信号：“非禁止即许
可”，加速推进本市的养老驿站步入
市场化改革通道。如何逐渐掌握并
充分利用资源，更好地响应老年人的

居家养老服务诉求，将是驿站运营商
下一步要重点发力的方向。

“过去一直在建，现在亟须规范
管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
华认为，今年出台的新政恰恰在监管
方面重点发力，从运营主体、安全管
理、负面清单等角度规范驿站行为。
陆杰华认为，新政虽然释放了更多发
展空间，鼓励驿站市场化运作，但仍
需要把基础做好，再去细分老年人的
需求，拓展市场化的、个性化的服务
内容，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驿站
发展仍然在路上。

陆杰华建议，驿站也要抓住发展
的机会，挖掘自身专长，尝试引进和
整合资源，扩大自身优势，提供高质
量养老服务。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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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没准儿价格没准儿
午餐没味儿午餐没味儿
助医有点贵助医有点贵

养老驿站养老驿站
还还““差一点儿差一点儿””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
的马老先生75岁了，最
近去了几次家附近的养
老驿站，马老先生觉得
驿站虽然服务不少，可
总觉得服务不到心坎里
去。

朝阳区安华西里养老驿站，一
进门就能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海报，
上面列明42项服务项目和计费标
准。取药，每小时60元；助浴，每
30 分钟 100 元至 180 元；入户助
餐，每小时60元……

“您别看墙上的海报，那个不
准，有些服务我们提供不了，价钱也
不一样。”见记者正在仔细查看服务
价格表，工作人员立刻招呼：“您需
要哪项服务，您提出来，我们看看现
在还能不能提供。”

家住附近的崔女士正在养老驿
站咨询上门保洁和助餐服务。崔女
士的母亲90多岁了，身体不好。“24
小时都得有人盯着。我一人忙不过
来，想看看能不能有人过来搭把手
帮帮忙。”

按照崔女士的需求，养老驿站
为她推荐了每小时30元的上门保
洁服务。工作人员解释，服务员上
门之后，既可以打扫卫生、洗衣服，
另外还能帮老人买菜、做饭，每小时
收费都是均价30元。不过，上门“2
小时起步，您最少也得用2小时”。

对于“2小时起步”，崔女士觉
得不妥，希望能取消“限时”。如果

服务员每天上门，只需要简单打扫
一下室内卫生，可能一个小时都用
不了。当她询问是否可以让服务员
提供擦玻璃服务时，工作人员表示：

“这些事你们自己和服务员协商，人
家愿意擦就行，但是如果出了意外，
我们不负责。”

驿站说：
现在驿站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

状态。一位从事养老工作超过 10
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从
2016 年就开始发展养老驿站，但 5
年多来，驿站仍然入不敷出、举步维
艰。这位业内人士说，驿站的服务
商都是经过严格审核和备案的，服
务质量老人大可放心。很多服务虽
然列上了价目表，但因为市场不大，
需要的人手不多，成本很难收回，所
以需要设定一定的门槛。不能实现
收支平衡，自我“造血功能”又不足，
大部分驿站只能依靠政府的支持、
补贴来运营。驿站也想精准挖掘老
人们的需求，提供他们愿意付费的
服务，但能力有限，又不可能专门花
钱去开发市场，所以导致恶性循环，
只能凑合活着。

“这个月订完，我们就打算换地
方了。”中午11时许，家住丰台区西
马小区的一位居民捧着午饭，从家
附近的养老驿站走出来。

这份午饭是为94岁老母亲取
的。一次性饭盒用保鲜膜包裹着，
饭盒里是木樨肉、大碗菜花、芹菜香
干和一些米饭，18元一份。

记者用手摸了摸饭盒，不算太
烫，有一定的温度。“要是凉了，我就
再热热。”温度并不是这位居民在意
的事情，味道却让她不太满意。

“每次都是那些菜，老太太不爱
吃，看着菜名不错，吃起来味道可差
太远了。”记者从居民手机里看到了
驿站提供的菜谱，菜谱分单周和双
周，每周只供应五天，每天一荤两素。

“我们邻居老马本来也想来这
儿订餐，结果发现没有回民餐，就打
退堂鼓了。”这位居民说，附近的一
家小餐馆可以刷老年卡，味道也不
错，她跟母亲商量，打算放弃驿站的
老年餐，转战小餐馆了。

驿站说：
老年餐，基本上是卖一份赔一

份。一位驿站从业者告诉记者，老
年餐本来就价格低，算下来，平均一
份餐至少要赔几块钱。所以，很多
驿站选择专业配餐公司送餐，但饭
菜质量无法把控。另外，疫情的不
确定性给驿站的服务水平、服务项
目调整和维系经营都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

李奶奶90多岁了，身体不好，每
隔半个月都要去医院。早上7时左
右出发，到医院取号、排队、看病、开
药，跑趟医院，怎么也得花上半天。
李奶奶听说养老驿站有陪同就诊服
务，就琢磨着请个人陪同就医。

一打听价格，李奶奶就退缩了。
服务价目表上明确标出：陪同就诊每
小时80元。粗略计算一下，找人陪着
上医院一上午就得花400元左右。“我
退休金才几千块钱，让人陪着上医院
就得小一千块钱，这哪儿花得起啊。”

67岁的商女士也觉得陪同就医
的价格偏高。前阵子，商女士刚做了

一个大手术，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复
查，如果请人陪同，排队加检查至少3
小时起步。“我们驿站的陪同就医每
小时40块钱，我每月就4000多块的
退休费，实在舍不得。”

驿站说：
一位驿站负责人告诉记者，对驿

站服务有需求的老人只会对刚需买
单，比如吃饭、失能护理等，驿站日常
提供的文娱活动、健康讲座几乎都没
有盈利空间。老人还没有形成为服
务买单的意识，所以想要撬动银发群
体消费仍然很难。

价目表“不准”
时间还有限制

陪同就医太贵
退休金伤不起

破题 政府“托底”保收入 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

菜品太单一
每天一荤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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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谢你了。”近日，65岁的三叉
神经痛黄阿姨，紧紧握着无锡易可中
医医院魏氏脑病中心刘易宗医生的手
不肯放开。她患三叉神经痛7年，曾做
过手术，2年后疼痛又回来了还更痛，
每次发作时不能刷牙，不能吃饭，连喝
粥都痛，止痛药都不管用。

刘易宗表示，三叉神经痛属离子
通道病，就像电线“漏电”了一样，不停
地朝外放电，就会产生持续的疼痛，治
疗要“修复神经”。易可中医院创始
人、上海曙光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魏
江磊，为中心带头人，他通过30余年治

疗离子通道病，尤
其是三叉神经痛
方面独辟蹊径，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尤其用虫类中医
通络止痛。

刘 易 宗 医 生
在魏江磊教授内
治基础上，配合家
传——全国名中
医刘惠民医生的
特色针灸，在止痛的同时，增强药物的
吸收，帮助了众多患者。

三叉神经痛术后更痛，无法吃饭
专家“抢修神经”止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