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旬老人独自出门遛弯时走失
一提起自己年过八旬的老父亲曾走失一事，合肥

市民罗先生至今仍心有余悸，两年前的一天早上5点

多，他的父亲罗大爷出门遛弯，可直到当天早上 8 点

多，罗大爷也没回家，“最令人着急的是他没带手机，

也没带钱。”

六神无主的罗先生随即和家人一起四处寻找，可

找遍了家附近罗大爷常去的场所也没找到他，“公园、

超市……全找了个遍，也没找到他，于是，我拨打了报

警电话。”在求助警方的同时，罗先生又前往辖区社区

求助，并通过社区微信平台发布了罗大爷走失的消

息，希望居民们提供线索。

很快，有居民通过微信提供了一条“线索”：在合

作化南路附近看到一个老人和罗大爷十分相像。罗

先生赶紧前往查看，可那位老人并非罗大爷。

罗先生一家随即又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合作化

南路和潜山路周边，但仍是一无所获。转眼到了当

天晚上 10 点多，居民贾大姐突然打来电话称，她在

五里墩附近一公交站牌看见一位大爷与罗大爷十

分相像。

罗先生赶到现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父亲罗大
爷，此时距离他走失已有 10 多个小时。“父亲说，早
上出门遛弯时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回
家的路。”

七旬老人来肥探亲闲逛时走失
黄大爷来自六安，去年11月，他从六安老家来到

合肥看望女儿，由于女儿工作忙，他便在女儿家附近闲
逛，打发时间，“刚开始，我不敢跑远，在周边逛逛就回
家，后来有一天，我光顾着看风景，没想起来自己越走
越远，走到了一条自己完全不认识的路上。”

黄大爷试图凭着记忆找到回女儿家的路，“可我
人生地不熟的，越走越慌，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无
奈之下，他只得向路人求助，“我连说带比划，才讲清
楚了女儿家的大概位置。”

黄大爷说，这位路人非常好心，见他人生地不
熟，便亲自带着他找女儿家，“走到女儿家附近的超
市时，我想起了回家的路。”随后，他平安无事地回到
了女儿家，“真是太感谢那位好心路人了。”

回到家后，女儿得知他迷路一事，有些后怕，“女
儿赶忙找来一张纸，把地址和她的手机号都写在纸
上，然后放进我的衣服口袋里，让我以后出门一定要
带着，以防万一。”

老人走失，家人不可承受之重
星报梳理防走失方法，助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数据：

全国每年约有
50万老人走失

去年10月9日，中民社会救助
研究院发布《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根据
该白皮书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国
每年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而平均
每天就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

调查发现，走失老人中，男性
占 42%，女性占 58%。从年龄上
看，走失老人的平均年龄为 75.89
岁，65 岁以上老人占 81%，其中，
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占37%。

报告还指出，在发达国家，老
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智造成。而
在我国，除了失智这个原因，由于
疏于照顾和老人贫困，使得老人走
失风险加大。

在老人走失的原因方面，最多
的是迷路走失(35%)，其次是患有
精神疾病而走失(18%)，因失智而
走失(17%)排在第三位。一个值得
关注的现象是，接受过救助的走失
老人中，有 25%的老人再次走失，
其中走失 5 次以上的老人占 6%。
走失老人中 72%的老人大多都有
记忆力障碍情况，其中，经过医院
确诊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占比例的
25%。研究显示，走失老人家庭大
多没有带老人去医院做过失智，也
就是老年痴呆症的临床检查，实际
上走失老人中失智老人的人数和
比例要远远大于目前已经确诊的
人数和比例。

据了解，北京、上海等地也先后推出了一些应对老人
走失的有效方法。

北京：北京市红十字会建立了老人走失救助网络，凡
登记的老人只要佩戴一张绿色助老卡，路人通过拨打卡
上的电话，就可以查到走失老人的家庭资料。

上海：民政部门已在虹口区探索失智老人佩戴 GPS
定位装置的试点。据介绍,老人戴上这一装置后，如果离
家超过一定范围，装置将主动给老人的子女发送短信提
醒。一旦发现老人走失，子女可依托GPS进行定位。

天津：开通了95950免费呼叫系统，为走失老人及脑
病患者服务。老人或家属填写登记表后，相关工作人员

就会把老人的详细资料输入到网络系统，由承办单位发
给老人一个爱心救助牌，牌上写着救助电话及老人的编
码。老人或热心群众只要拨打电话报出编码后，就会获
得相关信息。

南京：警方引入了“关爱通”监护系统，可以随时定位
走失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这些人，其中老人使用的

“关爱通”监护系统价格在 400 元左右，儿童的则在 300
元左右。

石家庄：定制了 4000 部卫星定位手机，添加定位功
能。当老人拿着手机按下红色求救键时，呼叫中心不仅会
显示老人的基本信息资料，还能立即定位老人所在位置。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防止老人走失有一些非常常见实用
的方法，例如让老人随身携带联系卡、使用高科技产品防止
老人走失等。

联系卡：务必注明有效信息
联系卡上务必注明老人的姓名、地址、子女姓名和电

话 、老人常见病史等信息。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市民
都觉得写一张卡片塞进老人衣兜的做法简单可行。据悉，
除了手写联系卡外，子女还可以将上述信息写在布条上，
并将布条缝在老人的衣服上。

陪护人员：请专人照料
如果家中有精神不好或者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人，家

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请个保姆或者看护。一
旦有了陪护，老人就不会单独外出。

高科技产品：可定位追踪
定位手机、导航仪、定位手表……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网上已经有不少高科技产品是针对老人、孩子定
位的，从几十元的定位手表到近千元的定位追踪器,可
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而生活中有不少市民购买并运
用了。

合肥一社区推出防走失二维码胸章
除了上述这些常见方法外，还有一些防老人走失妙

招也值得推广，例如，合肥市蜀山区丁香社区便特地为辖
区老人发放了防走失二维码胸章等。

据了解，由于辖区曾接连发生 3 起老人走失事件，参
与寻找的社区工作人员随即萌生一个想法，“很多人都用
智能手机，玩微信、微博，能否为老人设计一个防走失的
二维码胸章呢？”很快，由社区工作人员“操刀”设计的防
老人走失二维码胸章新鲜“出炉”。

只需用手机微信轻轻扫一扫胸章上的二维码，老人
的个人信息便显示了出来。这种防走失二维码不仅形式
新颖，小巧精致，还能保护隐私。据了解，该胸章的制作
成本为 3 元左右，该社区还计划在辖区所有 60 岁以上老
人中推行。

支招：防老人走失，常见方法有这些

他山之石：防老人走失，各地各有高招

案例：

“七旬老人走失”“老人耳背，
迷路街头”类似的新闻屡见报端，
有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每年走失老
人约有50万人，而平均每天就约
有1370名老人走失，老人走失是
一个牵动着亿万家庭的社会问
题。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记者特地对此进行了采访，并梳理
了一些防止老人走失的方法。

▋记者 马冰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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