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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老年人洗澡”系列报道

▲

老人洗澡难 难中有商机
专家称澡堂“助浴”业务商机不小，可增设与老年人特点相适应的设施

□记者 王子君

解决“老年人洗澡难”问题是否可以借
力志愿者呢？记者联系多名志愿者了解
到，早在多年前他们就关注过这一问题，然
而献爱心面临担责尴尬。专家认为，澡堂

“助浴”业务商机不小，目前要解决老人洗
澡难这一问题主要还得靠子女。

【志愿者】陪老年人洗浴，
面临尴尬境遇

连日来，本报刊发的“关注老年人洗
澡”系列报道引起广泛关注。不少读者纷
纷提议，是否可以请志愿者参与，陪老年人
到澡堂洗澡呢？

就此问题，记者联系了河洛志愿者协
会相关负责人“老忠”。“志愿者愿献爱心，
却面临尴尬的境遇。”“老忠”表示，早在多
年前，他们就关注过老年人洗澡难的问题，
也曾开会讨论该如何解决，但一直没有找
到有效的办法，究其原因是一旦出现意外，
志愿者面临担责的问题。

“老忠”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不稳定，
容易在澡堂发生意外，即便是二对一陪浴，
遇到意外二人可以相互证明，但在老人的
子女不在场的情况下，事情很难说清楚，所
以最终大家放弃了。

“另外，子女也未必放心让志愿者陪同
老年人洗澡。”该协会一志愿者说，由于担
心老人在澡堂内身体不适，他常陪父亲在
家里洗澡，有一次稍不留神，老父亲在浴
缸里身体下滑，好在水浅没有发生意外，

“换位思考，谁会放心把自己的父母交给
外人呢”？

【商学院教授】“助浴”商
机不小，操作应规范

近日，南京有媒体报道，当地一家澡堂
推出“助浴”业务：扶老人进出，一对一帮助
老人洗澡，一旦发现老人有不适，在第一时
间进行抢救……昨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
公共澡堂，不少经营者表示，他们也曾有过
类似的想法。

西工区一家公共澡堂的经营者称，他
曾设想，让需要陪浴者多花点钱，澡堂安排
专人陪伴洗浴，服务对象除了老年人，还有
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儿童。

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为何没有实施
呢？该经营者坦言：还是怕担责。

“‘助浴’有助于业务开展，但我们也怕
担责，毕竟陪着洗澡的是澡堂的雇员。”该
经营者说，还有就是来公共澡堂洗澡的老

人，大多来自工薪家庭，多掏钱洗澡，多数
人都不愿意，即便子女给钱，他们也不舍
得。另外，如推出“助浴”业务，浴池还得再
聘员工，这样一来用工成本要增加；再者就
是澡堂里空间有限，专人陪浴占空间，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澡堂的生意。

那么，公共澡堂推出“助浴”业务是否
存在商机呢？对此，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院长刘玉来教授认为，商机是显而易见
的，但澡堂方面要增设与老年人特点相适
应的设施，如做好地面防滑、设置扶手便
于老年人站立洗浴等。此外，澡堂方面也
应该有必要的急救设施及具有急救资质、
技能的人员。

【社会学者】解决老人洗
澡难，目前还得靠子女

洛阳师范学院社会学者安锋认为，
“老年人洗澡难”的问题涉及诸多方面的
因素：

首先，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
龄人口的激增，让此类人群洗澡难的问题
越发严重。

其次，近些年对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
制度、机制不断地完善，但仍有不完善地方
和尚未发现的问题。以老年人洗澡难为
例，个别商家之所以会拒绝老年人独浴，就
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对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缺乏明晰的界定，否则也不会出现志愿者
献爱心面临尴尬的情况。

最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
包括解决老人的生存问题，还包括给予
老人精神上的慰藉。老年人从主要的社
会角色退下来后，对子女的依赖会有所
增强，而子女和老年人之间往往缺乏良
好的沟通。无论是福利院，还是其他社
会机构都无法代替子女满足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

“解决老年人洗澡难的问题，子女义不
容辞。”安锋说。

■记者手记
相信每一位读者在看过本报的连续

报道后，一定会对“老年人洗澡难”这一
问题有所深思。洗澡，一个简单得不能
再简单的事情，却成为目前部分老年人
面临的大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最便捷、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子女能抽点时间常
陪父母洗个澡。

百事孝为先，行孝需及时。尽己所能
来尽孝，让我们为父母有个幸福美满的晚
年，一起努力！

□记者 马文双/文 见习记者 李渊博/图

这几天，西工区临涧路旁的安泰公寓小
区门岗赵水娃病倒了，躺在病床上的他时而
清醒，时而糊涂。可就算糊涂时，他嘴里仍念
叨着“大门锁好没”；一听到病房门发出响声，
他总会嘟囔句“看看谁回来了，快开门”。

赵水娃想着业主，业主们也想着他呢。
就在他入院后的第二天，大伙就开始为他捐
款，几十户居民短短两天捐款3000多元，还纷
纷结伴儿去医院探望他。

小区里走一遭，业主对老赵的
满意率达百分百

赵水娃和老伴王秀来自汝州农村，两年
前开始在安泰公寓小区做门岗，并负责小区
卫生。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安泰公寓小区，随机
采访8名居民，大伙儿都说老赵是好人，认真、
负责，每个人都能举出老赵做的令他们感动
的事儿——

来了陌生人，老赵不仅要严加“盘问”，还

要“跟踪”。居民鹿先生说，一旦有陌生人来小
区，老赵第一步先是“盘问”，如果人家全都答对
了，老赵虽会放行，却不放心。他还要悄悄跟在
陌生人身后，偷偷望着人家敲开业主家的门，业
主热情相迎后，才会放心离开。如果业主不在
家，他还要再悄悄跟着陌生人，“送”他出大门。
鹿先生说，有老赵在，他觉得安心。

熟记业主车牌号。居民左女士前两日刚
刚载着小区其他业主到医院探望过老赵。她
说，每次刚把车开到门口，老赵就会及时把大
门打开。当她回来晚了车位紧张时，老赵总
会跟着她的车，帮她找车位，指挥她停车。居
民周先生说，老赵早在上岗半个月时，就记清
了所有业主的车牌号，熟悉了业主们的情况。

不管对业主还是业主的亲朋，他总是笑
脸相迎。居民陈女士住在小区时间不久，可
她和老伴也能说出老赵很多好。她说，老赵
很勤快，要么盯着监控，要么拎着扫帚或拖
把，扫地、擦地。陈女士的老伴说，他刚住进
来时，老赵热情地给他介绍哪里有修表的、哪
里有理发的，谁家的便宜……

老赵的好，居民们说不完。

业主们想着老赵，就连搬走的
人都想回来看他

昨天下午，王秀接到小区八旬老人王女
士的电话后，眼泪有些止不住了。王女士年
龄大了，腿脚不利索，却非得去医院看老赵，
可因老赵转院比较急，她白跑了一趟。随后
她给王秀打电话时一个劲儿说：“你们明天等
着我啊，我明天下午去。”

居民谢新珍昨天上午一直在小区里打听
老赵在哪里住院。“我女婿曾在这里住过，20日
老赵病倒后，他就急着要去看他。”谢新珍说。

居民王先生已到医院看过老赵了，他还准
备再去一次，给老赵和他的家人送些吃的，好让
他的家人省去买饭的时间，多陪陪他。

“小区曾想过找家物业公司，可我们怕他
们不要老赵，所以一直没有找。”居民们说，他们
盼着老赵早点好起来，希望他还能回到小区，每
天在门口等着他们回家、目送他们出门。

记者见到老赵时，他精神状态还不错。
据河科大一附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杨晋生介
绍，老赵患的是胶质瘤，在征得家属同意后，
他们将会为老赵做手术。

陌生人来小区，他都会“盘问”；业主的车牌号，
他都记得清……如今他病了，居民都挂心

捐款又探望，都盼老赵早点好
清
醒
后
，老
赵
能
自
己
吃
饭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