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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座“彩虹桥”亮相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唐岛湾公园，引得市民纷

至沓来。市民穿梭在“彩虹桥”里，仿佛置身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张进刚摄

彩虹桥上乐趣多

人口老龄化注定是未来城市“躲不开、绕不过、退不得”的问题，如何破解“养老难”？各

地都在积极尝试。在浙江南浔，有一座“中国第一老年城”，在过去的22年间，不断尝试着

公益性养老、家庭式养老、共享化养老等多方面的“解题”之道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
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
盹，回忆青春……”一首《当你老了》
经久不衰，背后折射出的是诸多老年
人对“老有所养”的强烈共鸣，是全社
会对老龄化问题的高度关注。最新
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已达2.41亿人，占总人口17.3%。

当前，居家养老是我国养老模式

的主流。同时，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
者也日益增多，但此种模式也部分造
成了“养老贵”，加剧了“养老难”。专
家表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是我国应对人口
老龄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
举。在浙江南浔，有一座“中国第一
老年城”，早在 22 年前就开始探索

“善养”，已在公益性养老、家庭式养
老、共享化养老等方面颇有积淀。

高收费令人“高攀不起”——

养老要公益不要暴利

走进老年城，只见眼前浓翠欲
滴，碧水在侧，亭榭处处。记者轻轻
敲开一位居住在一楼的老者的房门，
主人是今年85岁的孙彩英。孙彩英
老人居住的房间有 30 多平方米，用
衣柜隔成了一个里外间，房屋内电视
机、电冰箱、燃气灶等设备一应俱全，
室内整洁温馨。

当记者问到“在这里住一个月，
要交多少钱”时，孙彩英老人用手比
画出个“六”。“600 元？”见记者似乎
不信，老人又补充道：“这还是涨价后
的。最初这里每个月只要150元，到
了 2006 年涨到了 300 元，600 元的
价格是2016年涨的。”

环境宜人，设施齐备，价格却如
此亲民，为何要做？如何做到的？答
案在老年城创始人——朱倍得的脑
子里。今年已 73 岁的他开门见山：

“我做养老，就是把它当成公益来
做。”这可不是随便说说。1996 年，
朱倍得注册公司时，特意选择了“浙
江久安公益事业有限公司”，以明其
志。老年城正式运营后，朱倍得更是
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更多地赚
钱，但赚钱也别赚老年人的钱。

在老年城，不高的不只是房费，
还有饮食、娱乐等费用。食堂里，荤
菜多在5元左右，素菜则基本不会超
过 2 元，一个月下来，一位老人的生
活费在 400 元左右。有舞厅、棋牌
室、乒乓球台、羽毛球馆的老年活动
室，20年来，老人的会员费始终是每
人每月 1 元。据介绍，容纳人数在
500多人的老年城，现在申请等待入

住的老人就有两三百人。
事实上，朱倍得的经济压力也不

小。20 多年来，他先后在 100 多亩
的老年城上投入了 5000 多万元，

“最难的时候，连银行利息都快还不
起了”。他就认定一条：养老要公益
不要暴利。为此，他探索出一条“以
商补老”的模式。即利用老年城地处
南浔古镇的优势，将老年城临街物业
都改成商铺，将几乎所有商铺租金用
来补贴老年城运营。“没有商业的补
贴，没有这些年土地的升值，老年城
走不到今天。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坚
持老年城的公益性，这个大方向不能
变。”朱倍得斩钉截铁地说。

轻“软件”令人精神匮乏——

老人需要家而非养老机构

在老年城里，今年已 78 岁的邵

菊英是体验过外面的养老院的人。
有了对比，她的感受尤为深刻。由于
孩子们都很有出息，早早地在上海安
家立业，便数次把她和老伴接到上
海，给他们找了条件好的养老院。但
老人们住了一段时间就不住了。“一
个是价格太高，每个月加上生活费要
五六千元，更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家
的氛围，人跟人都很少交流。”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一方
面，部分子女鲜有常来陪伴的，另一
方面，部分养老机构片面追求硬件过
硬，致使软件偏软，老人缺乏沟通交
流的必要渠道、平台，不少老人精神
生活匮乏。朱倍得对此感同身受，

“这些年，我始终提醒自己，老年城是
老人们的‘家’，不是一个养老机构”。

“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
下……”在老年城采访，一段委婉清
新的黄梅戏唱腔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循声而去，原来是一群老年黄梅
戏爱好者在自娱自乐。老人们告诉
记者：“老年城给大伙儿提供了很多
机会，每年都要举办戏曲、书法、绘画
大赛，一些队伍还拿回了省里、市里
的大奖呢！”记者在老年城见到不少
老人脸上都带着幸福的微笑。

为了让老人们都有家的感觉，朱
倍得煞费苦心。为了增加老人交流、

活动空间，他摒弃了“中间走廊，两边
房屋”的设计，采用了“单排房屋+走
廊”的方案，让老人们在门口享受阳
光时就能方便地交流；家里最难忘的
是饭香，老年城除了给老人们提供饭
菜外，还允许老人们自行烹饪，家的

“味道”十足……
家的氛围浓了，老人们的心近

了，老年城的笑声也此起彼伏。当代
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名篇《哥德巴赫
猜想》作者徐迟，生前就多次为老年
城点赞，称朱倍得“办了一件了不起
的事”。巧合的是，徐迟先生曾经亲
自教授过的学生、如今已 89 岁高龄
的吴映泉老人，也住在老年城近 16
年了。他说：“我希望，像老年城这样
家庭化养老的地方更多一些。安得
老年城千万间，大庇天下白首俱欢
颜！”

养老资源冷热不均——

充分共享养老资源

提起养老界存在的一种“怪现
象”，一贯温文尔雅的朱倍得却压不住
火了。“一方面是养老资源奇缺，缺资
金、缺床位、缺护工、缺医疗。另一方面，
有些有资本撑腰的养老机构一味追求
规模，动不动就是四五千张床位，由于
定位不合理，资源大量闲置。这里有一
个床位闲置，那里就肯定有一位老人想
进而不能进。想想都让人心疼！”

朱倍得在想，现在不都在说“共
享经济”吗？养老资源，能不能用这
种思路共享？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
取得突破？

与老年城一条马路之隔，便是南
浔久安医院。这家由老年城控股
30%、面向社会又重点服务老年城的
医院，曾 100%属于老年城。但朱倍
得发现，出让一部分医院股权，不仅
可以解决老年城的资金之困，还能最
大限度共享医疗资源。这件事启发
了朱倍得，他异想天开地说：“未来医
养结合是方向，但如果每个养老院都
建一所医院，资源肯定会有浪费。如
果养老院能同已有医院合作，双方资
源共享，就能极大缓解现有问题。”

做养老多年，朱倍得心里也有很
多苦衷：“民营资本是缓解养老难、破
解养老贵的重要力量，为推动养老事
业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可现在民
营资本受到的社会认可特别是精神
认可很少。如果有一天，民营企业也
能因对养老事业有贡献，‘戴红花’，
得表彰，那就好了。”

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探寻“善养”之道逾20年

南浔寻路，让养老不再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胡文鹏

本报讯 记者孟飞报道：日前，
在浙江宁波举行的中欧绿色和智慧
城市峰会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表示，在城
镇化过程中，应遵循城市发展规律，
注意绿色可持续发展。

李铁认为，从城镇化历史来看，
欧洲花了300年时间城镇化率才达
到 80%。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
镇化率只有 17%，现在这一比例接
近 60%，涉及户籍城镇人口 5.2亿，
常住城镇人口8.13亿。在我国40年
城镇化过程中，最大问题就是过于
粗放。由于没有经验可借鉴，迅速城
镇化过程中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储
备，对于城市绿色发展的实质也没
有更深刻的了解。

“从能源排放来看，我国人均水
平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是日本的二
分之一，相当于欧盟的三分之二。
但是，如果从城镇户籍人口角度考

虑能源排放，人均能源排放就要多
些。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能不能实
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严峻
的问题。”李铁说。

李铁提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
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做好政策选择，
一是改革，二是技术。改革是要改
变人们的观念，提高低碳排放意识，
改变原有管理体制，必然面临严峻
挑战。“此外，也可以通过技术路线
的选择促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比如，通过技术路线的选择，降低城
市对能源的消耗，弥补城市发展进
程中短期无法解决的资源消耗问
题。”李铁补充说，共享经济模式就
是在技术变革的支持下，充分通过
市场来实现城市低碳发展的有效路
径。尽管共享经济模式还有技术短
板，但其代表着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我们要给予鼓励和宽容，助推城
市绿色低碳发展。

老年城的老人们参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 （资料图片）

虽然对于中国社会将在何时、

何种程度上步入老龄化社会，舆论

尚未有共识，但对“老龄化问题躲

不开、绕不过、退不得”，则异议

不大。于是乎，“银发经济”“夕阳

产业”等新词汇渐迷人眼，想从养

老产业大蛋糕中咬下一口者也不在

少数，甚至有人建议，要将养老产

业打造成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

之一。

在此，笔者想奉劝一句：若想带

着善心、静气在养老事业沃土上深

耕细作，则此门大开；但若老想着挣

大钱、挣快钱，则请另寻他途。

人总是会老的。这句话有两层

意思，一层是随着步入老龄的人数

持续增加和家庭式养老的难以为

继，城市养老的确具有广阔前景和

市场空间。另一层意思则是无论是

谁，都有老去的一天。等到老去时，

我们想迎来何种老年生活，就需要

从现在做起，关心我们如何定位、经

营城市养老。

从心理而言，老年人辛勤操劳

一辈子，亟需关心、关爱；从生理而

言，老年人身体大多不佳，承受力

差，医疗支出重；从财力而言，老年

人财力减弱，负担增加。以上三者，

均不支撑“从养老上挣大钱挣快钱”

的想法和实践。正因如此，投入城

市养老，要有做慈善、攒人品、谋长

远的心态。

如何对待老人，衡量着一个民

族的文明程度。摒弃浮躁之气，避

免养老市场被过度开发，你我都有

责任。毕竟，人总是会老的。

别老想在养老上挣快钱挣大钱
胡文鹏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认为

推进城镇化

要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

面对城市内涝、水体变质、河湖
生态退化、热岛效应等“城市病”的
严峻挑战，建设绿色、低碳、人水和
谐的海绵城市已成当务之急。在日
前闭幕的 2018 海绵城市建设西安
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呼吁，建设
海绵城市要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方式。

海绵城市，即通过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
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
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
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我国是海
绵城市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
陆续开展了 30 个海绵城市建设的
探索和试点，全国不少试点地区初
步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
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目标。
海绵城市未来拥有巨大的投资空
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海
绵城市建设投资约为每平方公里 1
亿元至 1.5 亿元。据前瞻产业研究
院《中国海绵城市规划行业市场前
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整理
的数据估计，到2020年海绵城市累
计投资规模有望达到 1.9 万亿元，
到2030年有望达到7.6万亿元。

因此，创新融资模式，撬动社会
资本共建海绵城市已成为我国开展
海绵城市试点的重要内容。比如，
近年来，国家西咸新区先后进行了
有益探索，其沣西新城以试点专项
补助资金为基础，放大财政资金杠
杆作用，促进绿色产业金融体系创
新，以股权和债权两种方式投资于
新区海绵城市建设。同时，沣西新
城还与民生银行建立了陕西首只绿
色海绵发展基金12亿元；与建设银
行按照1∶3比例出资成立城镇化建
设发展基金60亿元，其中海绵专项

26.42 亿元；与政策性金融机构成
立专项建设基金 6000 万元，引导
金融机构共同服务海绵城市建设。

同时，财政部出台了相关政策，
中央财政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给予
专项资金补助，具体补助数额按城
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 6 亿
元，省会城市每年5亿元，其他城市
每年4亿元。对采用PPP模式达到
一定比例的，将按上述补助基数奖
励10％。

针对业界寄予厚望的 PPP 模
式，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南
京办事处主任王小文认为，PPP 模
式应用的领域是准公共服务和纯公
共服务领域，应用范围包括土桥、隧
道、城市交通、城市供暖、供水、供
气、地下管廊、环境治理等 13 个行
业，这些基本覆盖了海绵城市建设
所涉及的内容。“在中央补助资金与
海绵城市项目资金需求缺口较大的
背景下，以 PPP模式开展的海绵城
市建设，不仅能改善当地的环境质
量，也为当地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了新的支点。”王小文说。

“海绵城市多数带有公共事业
性质，不具有营利性，而且投资周期
长，单靠政府投资压力太大。”中国
PPP 研究院副院长满莉建议，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不仅要采取 PPP、
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方式，还要将
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专项建设基金
支持范围。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信贷业务，多渠道支持海绵城市
建设。此外，还有不少专家和企业
家表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海绵城
市建设，应该关注资本回报机制的
创新，鼓励试点城市探索统筹土地
资源、智慧海绵城市建设以及城市
污水治理、垃圾利用、城市绿化等环
保产业的综合回报方式。

2020年海绵城市累计投资规模有望达

1.9万亿元

建设海绵城市

重在创新投资方式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日前，
深圳市规土委发布《深圳市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管理规定》，明确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不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暂不计收地
价，不变更各分户业主产权面积。不
再要求加装电梯工程办理建筑设计
方案核查手续，可以直接申办加装电

梯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规定》降低了对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工程业主申报条件的要求，明确
提出加装电梯的建筑设计方案经加
装电梯所在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本
单元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且占本单元业主总人数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即可申报。

《规定》明确了可加装电梯的住宅
类型。只有具有合法权属证明、非单
一产权、已建成投入使用、未设电梯的
四层以上（含四层，不含地下室）单元
式住宅方可按本规定加装电梯；要求
在其建设用地红线内解决加装电梯。

在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
方面，规定了规划国土、住房建设、消

防、特种设备、规划土地监察、街道办
事处等部门的职责分工，也要求业主
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动配合加
装电梯工作。另外，出资加装电梯的
全体业主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
项目的建设者，承担相应法律、法规
规定的义务。

《规定》还要求辖区街道办协调
加装电梯工程中业主之间的协商工
作，并开展批前公示，规定有异议的
业主应提交书面意见，可申请召开听
证会听取其意见。因加装电梯发生
争议的，当事人可先通过协商或调解
来解决问题；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当
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深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新规发布

业主申报加装电梯更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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