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老年人“再就业”扫清障碍

29 日上午，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一

则关于加强慈善医疗救助活动监管的

通知。该通知显示，据初步调查发现，

近期个别医疗机构、企业或者个人通

过慈善组织设立了“爱心基金”，以免

费医疗救助的名义诱导患者到基金

“合作”“定点”“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

并收取高额费用，名为慈善救助实为

谋取私利。（10 月 30 日《北京青年

报》）

先以爱心救助的名义声称为脑瘫

患儿提供免费救治，再“忽悠”患儿家

属到指定医院进行高额诊疗。近期，

湖南、广西多地的众多脑瘫患儿家庭

都遭遇了这一变味儿的“慈善救助”。

这种欺骗行为对于众多脑瘫患儿家庭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爱心救

助是一种慈善行为，爱心基金的发放

是为了减轻患儿家庭的负担；但在这

种以牟利为目的的骗局中，“慈善救

助”无疑成为了一种诱骗的幌子。

所谓免费治疗，实际上是一种夸大

后的误导。因为救助资金虽然确实存

在，但是针对每一名患儿只有几千元。

这么一点“免费钱”，对于动辄大好几万

的医疗费用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显

而易见，这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

价”，对于医院而言，“免费”的“承诺”已

经兑现，所收费用无非就是余下的治疗

费，看似天经地义，事实上医院只是借

“慈善救助”打着免费的旗号抛出了一

个诱饵，先把病人忽悠进来，再用高价

费用牟利，无形之中，“慈善救助”就被

一些不良医院当“枪”使了。

所以，相关部门应警惕起来，切莫

让“慈善救助”成为了医院忽悠病人的

“枪”。对于慈善管理部门来说，应在

基金建立的筛选阶段，弄清楚医院究

竟拿这笔资金去做什么，并且在后期

的运作过程中仔细筛查，防止在毫不

知情下成了不良医院的“帮凶”。对于

执法部门来说，则应严查严办，规范管

理，尤其对涉事医院应立即停业整顿，

并依法严惩。当然，对于每一所医院

而言，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医生，都应

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如果一心只想着

利用“慈善救助”作诱饵去牟利，只会

违规又违法，最终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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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尽快补上养老服务中的人文关怀短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当代社会，人

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日

益小型化，人口流动性日益升高，所有这些都

促使老年人很难再依赖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员

的亲情陪伴，难以实现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伦之

乐。因此，新时代的养老服务业需要尽快弥补

人文关怀的短板，用人文关怀的精神来形塑新

型制度体系和社会氛围。只有在保障物质生

活和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同时，重视精神保

障，才能免除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孤寂，确保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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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背着手走路，小心摔倒

背着手时，上身重心前移，老人本已佝偻

的上身就更向前倾斜。为保持平衡，头颈及下

巴也向前伸出，更显佝偻。这样的姿势走路，

由于重心不稳，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导致肱骨

骨折或肘部受伤，若俯冲向前，很多时候会磕

破嘴唇或磕掉牙齿。提醒家里的老人，不妨甩

开手臂走路。 @生命时报

随着我国人口

人均寿命的延长和

健康状况的改善，

不少达到退休年龄

的 老 年 人 仍 有 精

力、有意愿继续参

与社会工作。在老

年 人 自 愿 的 前 提

下，打通参与渠道，通过完善制度设

计、政策体系，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

社会环境，营造老年人想参与、能参

与、乐参与的社会氛围势在必行。（10

月29日《人民日报》）

当有这种愿望的老年人越来越

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就应该

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且探讨老年

人“再就业”的可行性。首先来说，在

老年人自己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推动

老年人“再就业再上岗”是完全可行

的。这不但符合老年人自己的愿望，

而且也会利用老年人所掌握的专业知

识、技能，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巨大的

财富，让其他社会成员获益。

其次，对聘用老年人的单位、公

司、企业来说，不但可以从老年人所

掌握的丰富的工作经验、娴熟的专业

技能中获益，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老

年人“以老带新”的作用，帮助年轻员

工快点成长和成熟，这对企业的发展

来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

时，多数选择“再就业”的老年人，不

会过于计较薪酬待遇，所以也不会额

外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所以，国内

的公司、企业，以及学校、医院等事业

单位，也要改变观念，为老年人的“再

就业”创造条件，扫清障碍。

再次，作为老年人，不但要量力而

行，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避免

在“再就业”过程中遭遇意外情况，同

时也要对“再就业”抱有一份宽容、淡

定的心态，没有必要再和单位的年轻

人争强好胜，同时也不要过分计较待

遇、福利、得失等等。虽然老年人在

经验上有优势，但是在体力、精力、创

造力上，和年轻人确实无法比较，如

果老年人对“再就业”期望值过高，可

能会让用人单位打退堂鼓。

老年人“再就业”利国利民利己，

值得鼓励，但这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家庭的通力

合作；同时更需要完善制度设计、政

策体系，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

环境，还需要老年人自己调整心态，

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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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璀璨、飞瀑流湍、假山叠瀑……这是

记者近期在一些高速公路出入口看到的人造

“景观”。记者了解到，一些高速公路出入口、

城市重要街道路口等所谓的窗口、门面地区，

正成为部分地方不遗余力打造“形象工程”的

新的高发地。(10月29日《经济参考报》)

在笔者看来，这种盛行的“出入口景观”风

气，某种层面上是一种新的面子工程、新的形

象工程。举债毁田、劳民伤财，一个地方举全

力打造“出入口景观”，这让好钢没有用在刀刃

上，如同是制刀者只在刀鞘上费尽功夫，把刀

鞘搞得花里胡哨，却不对刀身进行精心研磨，

这塑造出的是金玉其外的外部形象，却很可能

里面不过是“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这样

的形象工程，不仅不是民生工程，反倒可能是

一种“伤民工程”，对此亟待予以规范。

只注重打造“出入口景观”，实则是一种投

机取巧，表面高大上的形象工程，能为地方政

府与相关官员换来政绩，自然让他们趋之若

鹜。而只把形象工程当成政绩，更是欠缺服务

于民生的诚心。而这样的形象工程还能蔚然

成风，也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还欠缺科学的决

策机制，如一把手是“一霸手”的现象可能仍然

较为严重，政府部门在推行政策时，还没有征

求民意的习惯，民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没有得

到尊重等等。

要能让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再有市场，

就要破除在背后作祟的错误政绩观。对此，需

要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在出台与公

共利益、民众利益相关的决策之前，要能广泛

征求民意;上级部门也要加强监管，不能让大

肆兴建形象工程的责任人能够借助这种“虚假

政绩”步步高升，对他们还要予以问责。要能

由内到外对权力进行制约。这样才能让地方

政府将钱都用到刀刃上，才能让民生工程取代

形象工程，让形象工程绝迹，让民生成为地方

政府工作的“指南针”，这样才能走上经济发

展、增收共富、改善民生的“高速路”，从而避免

走上“开倒车”的“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