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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现状：

老旧电梯不退岗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城市老旧电梯安全
保障”研讨会上了解到，超过 10 年的电梯通
常会进入事故多发期。运行 5 年至 10 年后，
电梯及其部件会不同程度出现门锁和安全部
件锈蚀，安全开关不再可靠，以及电线、电缆
老化等问题。

现实中，人们对老旧电梯存在许多认识
误区，用户不愿花钱改造，更不愿因改造而停
梯，宁愿选择简单修理，维持电梯基本运行，
其结果是造成电梯带病运行事故频发。

据江苏省特种设备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周
国庆介绍，目前江苏省 26 万台在用电梯中，
已用 15年以上的近 2万台，已用 10年以上的
近 4 万台。今年 4 月，南京电梯应急处置中
心启用，全市 4.3 万台电梯已有 3 万台被纳入
应急救援系统。最近半个月，该中心接到求
助电话平均每天 15 起，最密集的一天多达
34起。

老旧电梯一般存在着配置不合理、超负
荷运行等问题，由于存在维修改造资金不足
等困难，带病运行很普遍。此外，一些早期产
品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较差、维修配

件采购困难，也给维保带来困难。

实践：

多部门须协调合作

近年来，针对老旧电梯问题，江苏省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出一套“组合拳”，在
加强电梯安全宣传力度的同时，各部门协调
合作，共同解决老旧电梯的安全问题。

这套“组合拳”包括：开展电梯立法
或制定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电梯监管
法规体系，明确电梯安全各责任主体，细
化监管措施，不断提高电梯安全水平；开
展老旧电梯安全检测评价活动，为老旧电
梯维修、更新、改造提供技术支撑，为地
方政府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开 展 电 梯 维 保 单 位 维 保 质 量 星 级 评 定 活

动，加强对维保工作质量的监督，上不了
星级的维保企业自动退出；积极推进电梯
责任保险，建立电梯安全约束机制和事故
赔偿社会救助机制；开展电梯使用管理责
任主体确认工作，促进相关各方落实电梯
使用安全主体责任。此外，江苏还探索建
立电梯困人应急救援网格化平台，组织研发
网 格 化 管 理 平 台 系 统 ， 探 索 建 立 与 公 安
110、消防 119、地方政府 12345 热线联动
救援机制，建立电梯快速救援网络，确保电
梯困人应急救援及时有效。

解决：

改造难点在资金

江苏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副院长
梁国安介绍说，从目前南京市完成的 2008

台电梯检测评价结果看，53%的电梯需要维
修，10%的电梯需要改造或更新。

记者采访发现，对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除了认识不足外，还存在老旧电梯产权属业
主共有，大修基金不足或提取流程繁琐；业
主担心电梯更新改造周期长，影响出行；大
多数地区缺少权威且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为电
梯的更新改造提供咨询、勘测、诊断及施工
方案评估的专业服务；电梯更新改造与普通
大修相比费用明显较高，目前还缺少银企合
作途径解决资金难题等问题。

对于资金问题，江苏省的办法是政府出
大头，南京和苏州两地市、区两级政府出资
所需资金的 90%，个人出 10%。但即便如
此，仍有不愿出资的个人。对此，有人提
出，更新改造后的电梯使用刷卡乘坐制度，
就可倒逼不愿交钱的个人承担本该承担的
部分。

今年 6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特
种设备安全法突出了特种设备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的安全主体责任，并作出明确规
定。特种设备安全法同时提出，公众要提高
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相信该法的
出台实施，将可对解决包括电梯在内的特种
设备安全问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带病”电梯何时下岗？
本报记者 沈则瑾

编辑提示 我国是世界上电梯拥有量最大的国家，目前在用电梯

达245万台，其中约14万台运行时间超过15年。随着电梯数量的激

增、设备的逐渐老化，电梯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采取积极措施，彻底解

决老旧电梯带来的烦忧，已经成为广大居民共同的心声。

孩子上托儿所是平常事儿，而在辽宁
省沈阳市，老年人上“托老所”娱乐健身
也正成为时尚。

沈阳市沈河区总院社区的 75 岁老人
陆素芳，每天上午都要到社区托老所开
始一天的生活。老人在健身器材上锻炼
1 小时，中午在社区食堂吃上香喷喷的
饭菜。在这里，老人不仅可以和老街坊
们 聊 天 打 牌 ， 还 可 以 进 行 常 规 身 体 检
查 ， 得 到 剪 指 甲 、 洗 头 等 生 活 上 的 照
顾。来这里的老人都是因为儿女忙于工
作，经常不在身边，孤独无助是他们以
前要面对的共同问题。陆素芳老人对记
者说，“这里就是咱老年人温暖的家，儿
女也放心”。

目 前 ， 沈 阳 市 60 岁 以 上 的 人 口 为
124 万，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
老龄化发展迅速，高龄老人比重不断上
升。近年来，沈阳市把加快推进社会养
老体系建设作为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的重要抓手，每年市级财政投入 1000 多
万 元 ， 建 设 100 个 示 范 性 “ 日 间 照 料
站 ”， 也 就 是 人 们 常 说 的 社 区 “ 托 老
所”。沈阳市还投资 3300余万元，设立了
1585 个居家养老公益岗位，照料 4770 户

“空巢”老人生活；投入 680 多万元，为
2.2 万户高龄“空巢”老人家庭免费安装

“一键通”呼叫服务器。和平区推出了
以“娱养结合，院养结合，上门服务”
为主要内容的“三位一体”居家养老新
模式，满足百姓“居家养老”个性服务
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化养老服务水
平。该区所辖 91 个社区目前全部建立了
社区日间照料站，其中 45 个照料站达到
了高标准示范性日间照料站水平。

记者在沈河区社区日间照料站看到，
这个占地 200多平方米的场所，内设休息
室、娱乐室、图书室等，地面铺有防滑材
料，并安装了紧急呼叫装置，为老人提供
日托、配餐、娱乐、保健等服务。

沈河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说，老年
人养老一不愿“离乡背井”，二怕商业性
质的养老机构不规范，三怕拖累上班的
儿女。大多数老人想在家门口熟悉的生
活圈中得到养老服务，而社区“日间照
料站”正迎合了这部分老年人的愿望，
是“居家养老”的一种最便捷模式。“就
近、就便、高效、实用”，正是“托老
所 ” 的 特 点 。 沈 阳 市 依 托 社 区 建 设 的

“托老所”因属公益性质，多采用无偿或
低偿服务，受到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子女
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的欢迎。沈河
区 民 政 局 通 过 创 新 养 老 服 务 社 会 化 模
式，开展了“共享和谐阳光，关爱独居
老 人 ” 结 对 子 活 动 ， 社 区 工 作 者 、 义
工、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每天通过上门问
候、电话问询等方式，为独居老人免费
提供精神慰藉、日常照料等服务，全区
独居老人包扶率已达到 100%，老年人都
能从“暖心养老工程”中受益。

社区有了“托老所”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李 旸

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

―2015)》提出，“十二五”时期，基本建立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日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到

2020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

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按照《规划》，“十二五”时期，养老日间照

料服务将基本覆盖城市社区和半数以上的农

村社区；按照《意见》，到 2020 年，90%以上的

乡镇和 60%以上的农村社区将建立包括养老

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站点。

由这一数字可以看出，除机构养老和国

家“托底”供养的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

保”老人等之外，其余绝大部分老人还是需要

“居家”养老的。

其实，即便在发达国家，居家养老也仍然

是最为普遍的养老模式。

居家养老具有先天优势，家人的照顾会

更加细致入微、更加个性化，也更关注老人的

精神需求。这也是很多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的

根本原因。

但是，居家养老也有着许多难处，例如对

高龄、失能老人的日间陪伴与照料等。这就

需要社区的介入，需要有完善的社区服务网

络和专业的服务人员，以辅助家庭完成养老

任务。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有专门的机构和

服务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洗浴服

务，湖南长沙也曾开展过老人助浴行动，这或

许可以看作是对精细化服务的探索。

目前，我国居家养老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为此，《意见》提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将大力

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政府将支持建立以企

业和机构为主体、社区为纽带、满足老年人各

种服务需求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支持社区引

入社会组织和家政、物业等企业，兴办或运营

老年供餐、社区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等养

老服务项目；完善养老人才培养与就业政策

等，支持养老专业服务人才队伍的发展。我

们相信，随着这些政策措施逐步实施到位，将

大大推进我国居家养老的水平和档次。

“我从未后悔当初自己一个人来北京，相信
自己不比别人差，我要证明自己！”回想自己 7
年来的“北漂”经历，陈芳坚定而自信地说。

和大多数的“北漂一族”不一样，陈芳开
始这段经历的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2007
年，41 岁的陈芳独自来到北京。说起开始此
行的契机，她说，“我当时在家停薪留职，是
全职妈妈，和外界的交流也不多，唯一的交流
就是通过电视。当我看到崔永元在电视上讲

‘走在路上的风景是最好的’这句话时，很受
触动”。刚决定到北京闯荡之际，她的家人都
极力反对。但是她说，“我认定的事，就没有
什么可以改变”。

和每个刚到北京的人一样，陈芳初来北京
时生活十分艰辛，连窗户都没有的一间几平方
米的地下室成了她在京的第一个家。当被问及
是否在最苦的时候后悔过自己的决定时，陈芳
坚定地说，“不。来京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最坏
的打算，我自己能吃苦，就算当不成书法老师，
我也可以去做别的工作”。好在投出简历不久
后，陈芳如愿以偿地成为巨人学校的一名书法
教师。

说起书法，陈芳说，那还要感谢她的女儿。
“女儿小时候，周末我会送她到少年宫学习各种
才艺，当看到有书法课时，我很感兴趣，自己就
报了个书法班，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本来想着学
成之后能教我的女儿，可谁会料到，这竟然成就
了自己 10多年后的梦想。”

如今，陈芳已经独自在北京闯荡了 7 年。
来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她顺利地升级为巨人
学校的专职教师。现在，她的生活已经不像刚
来北京时那样清贫。通过 7 年的努力，她的收
入已是原来收入的 10 倍以上。更令她高兴的
是，她的女儿今年顺利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一家
人终于团聚了。

经过那么多年的辛勤努力，今天终于安
定，.陈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不
可能的事，只要你能想得到”。 文/张 晨

“我国每年发生 21 万起道路交通事故，
6 万余人死亡⋯⋯，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伤
害死亡的首位原因。”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公
布的调研报告显示。

我国道路交通伤害一直呈上升趋势。
60 年间道路交通伤害受伤人数和死亡人数
分别增长了 90 倍和 115 倍。中华预防医学
会伤害预防控制学术委员会主委王声湧教授
介绍，2007 年至 2011 年间，我国总计 35
万余人死于道路交通伤害。四分之三的致死

性道路交通伤害发生在公路，其中主要发生
在 二 三 级 公 路 ， 高 速 公 路 车 祸 死 亡 人 数
2010年比 1995年增长 10倍。

世界也正面临一个全球性道路安全危
机。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 2020 年，道
路交通伤害将成为导致全球疾病负担的第三
位原因。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中国项目主
任丁保国表示，车祸比诸如心脑血管等所有
的慢性疾病对劳动人口的威胁都大，但道路
交通伤害却很少受到高度关注。

超速、超载、疲劳驾驶、违法占用车
道、安全监管存在漏洞等，是造成交通事
故的主要原因。曾于 1999 年创办我国第
一家伤害研究机构的李丽萍教授指出，由
于速度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约占死亡交
通事故的三分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平均
车速每小时增加 1 公里，交通事故伤害几
率就增加 3%。此外，很多城市功能区设
计不合理，一些环线、立交桥进出口标识
不明确等问题也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隐形

杀手”。
“必须加快速度立法来约束影响道路安

全的行为。”专家指出，在国外，各国的交
通法规均有对超速，特别是造成严重后果的
超速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的规定。而我
国目前还存在对交通文明的宣传和教育不到
位、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不高、对违章行
为的管理和查处力度不够等问题。例如，行
人闯红灯等按法律规定可以处以 50 元以下
罚款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法不责众”，
只是轻描淡写批评教育就了事，使相关规定
形同虚设。

“大多数道路交通事故是可以预防和控
制的。只要从自我做起，自觉遵守交通规
则，就可以让交通事故发生率大幅降低。”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表示。

把养老的重心

放在“居家”上
张蔚蓝

视 线

道路交通伤害需引起重视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道路交通伤害需引起重视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本期人物：陈芳，女，48岁，陕西榆林人，现
任北京巨人学校专职书法教师。

追求，永不停息

本报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
下发通知，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食
品药品安全科技工作。通知指出，各级食药监
管部门要围绕制约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焦点
和难点问题，加强食品药品检验关键技术研
究，统筹规划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通
知强调，要加强信息技术在监管工作中的应用
研究，加强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
监管工作中的应用；搭建食品药品安全公共信
息平台；同时加大技术集成和推广应用的力度，
促进政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张 晨）

我国将加强食药安全科技工作我国将加强食药安全科技工作

本报讯 记者苏琳报道：由全国妇联主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
百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的“守护童年”公益行
动，日前在京启动。行动将以预防儿童被虐待
和性侵为聚焦点，以母亲、家庭和儿童为主要服
务对象，重点关注女童及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搭建便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的儿童权益保护网络平台；通过调研、研讨，适
时提出有关完善儿童保护及权益的法律法规、
政策建议；利用多种方式，向家庭特别是母亲和
儿童传播预防儿童受伤害相关知识等。

“守护童年”公益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彭松林报
道：近年来，江西省高安市通过“输血+造血”工
程，共为 2200 多名城镇困难人员实现了就业，
就业率达 97%，零就业安置率达 100%。

高安市把帮助困难人员就业作为民生工程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全市“零就业家庭”进
行了调查摸底，在充分挖掘用人单位就业潜力
的基础上，分别在教育、卫生等单位开发公益性
岗位，使辖区 3100余名下岗失业人员、“零就业
家庭”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了就业。在开
发公益性岗位“输血”的同时，该市还不断“造
血”，通过技能培训帮扶就业创业，有力地化解
了困难群体就业难题。

江西高安扶助困难群体就业

本版编辑 张 雅本版编辑 张 雅

《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作用，逐步使社

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主体。

金融养老、以房养

老，是国外较为普遍的养

老模式，但在我国才刚刚

起步。此次国务院出台

的意见提出，逐步放宽限

制，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

投资养老服务领域；开展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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