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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国人口最多
,

老年人比例最高
,

人 口老化最快
,

人均寿命最长的一个大城市
,

也是解决孤老间题显得异常迫切和突出的城市
。

这说明了孤老问题同人 口的老龄化趋势有着

同步相关的联系
,

也反映了解决孤老间题是构成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

上海 (含郊县 ) 拥有 1 , 2 00 万人 口
,

其中 60 岁以上的超过 14 。万
,

占全市人 日的 1 1
.

7 5 %
,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入老龄型城市的行列
。

市区的老年人比例更高
,

达到 1 5
.

9 4%
。

人 均 寿

命 73 岁以上
。

其老年人比例
,

老龄化程度和人均寿命均居全国之首
。

这些都反映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生活安定
、

社会进步
、

人民延年益寿的可喜成就
,

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

问题
,

其中
,

以孤老的安置和供养问题尤为突出
。

据调查
,

上海的孤老有三种类型
。

第一种是无固定经济来源
、

无子女和配偶
、

口常生活

无人照料的
“ 三无

” 孤老
,

人们习惯上也把这些孤老称为无业孤老
、

社会孤老或救济孤老
。

第二种是虽然每月都能从原单位获取固定的经济收入
,

并享有一定的劳保福利待遇
,

但由于

未婚
、

不育
、

丧偶等原因
,

成为老来无子女和配偶
、

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的
“ 二无 ”

孤老
,

人

们一般又称这些老人为退或离休孤老
。

第三种是一些有亲靠不上的老人
,

他们虽然有但由于

配偶或子女
,

日常生活也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子女提供的赡养费或本人的退离休养老金 )
,

种种一时无法克服的困难
,

使得他们不能够长期 同自己的家属生活在一起
,

经常 是 单 身 一

人
,

衣食住行
、

病患医护很难得到家人的关心和照料
。

这种因为不能同家人共 同生活而形成

的在事实上具有类似孤老特征的老人通常又称单居老人
。

八十年代以来
,

上海的孤老结构发生了变化
。

社会孤老的人数逐年减少
,

退离休孤老的

人数有所增加
。

据统计
,

截止 19 8 4年底
,

全市城镇共有各类孤老2 3 ,
5 3 0人

,

占总人数的 3
.

34 蝙
。

其中
,

依靠政府救济的无业社会孤老 7 , 2 16 人
,

比 1 9 7 9年下降 3 %左右
。

退离休孤 老
; 、 ,

拐了

人
,

比 19 7 9年上升 60 %
。

单居老人 5
,

17 7人
,

占孤老总数的 2 3 , 8 5%
。

可见
,

在整个孤老结构

中以退离休孤老为主
。

孤老当中的大多数人患有各种老年性疾病
。

其中
,

体弱多病
、

行动不

便
、

生活难以自理或不能 自理的孤老占 15 % 以上
。

从上海人 口老化的趋势看
,

可以预计孤老

的绝对数还会有所上升
,

其中退离休孤老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
。

这一现状与趋势
,

对于上海

的孤老社会保障无疑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社会间题
。

孤老是 由人类社会中一部分年老体弱
、

无亲无靠或有亲难靠的人所组成的特殊的老年群

体
。 “ 孤老

” 一词本身就反映了这一部分人的特征
。

孤与独相通
,

谓之孤独 ; 年与体弱多病

相邻
,

谓之衰老
。

这些特征决定了孤老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具有特殊的心理感觉 和 生 活 要

求
。

孤老普遍有
“ 三怕 ” :

一怕活着无人养
,

二怕病
一

了无人管
,

一

二怕死 f 龙 币、 葬
。

山此忧使



得他 们希 望在 日常生活中首先要老有所养
,

物质生活不断有所改善
。

其次要老有所靠
,

饮

食起居
、

病患医护有人照料
。

三是要老有所乐
,

在精神上得到慰藉
,

摆脱孤独感
。

四是要老

有所葬
,

后事有人料理
。

这不仅是孤老们的共同心愿
,

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

这些要求

是我们开展孤老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
。

做好这些工作
,

不仅有利于孤老本身延年益寿
、

安度

晚年
,

而且对于搞好计划生育
,

促进社会安定
,

宣传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

推动两个文明

建设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

都具有重大
、

深远的社会意义
。

社会保障属于应用社会学的范畴
。

它是以社会福利
、

社会服务
、

社会立法三位一体的知

识和技术为系统的社会工作
。

根据不同的对象
,

社会保障有不 同的内容和要求
。

孤老社会保障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
,

有着丰富的内容
,

而且孤老结构中不

同层次的孤老人员在要求和内容的选择上也各有侧重
,

但归结到一点
,

都要解决一个供养的

问题
。

对孤老在衣食住行
、

病患医护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要给以必要的保障
,

都属于广义

的供养范围
。

供养这个概念不同于赡养
,

赡养是指在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范围内由子女或其他成员为

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 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的一种行为
。

从社会学角度理解
,

也叫

做血缘赡养或家庭赡养
。

对于孤老而言
,

由于没有子女和配偶
,

故不具备这种赡养的条件
。

所以
,

孤老社会保障
,

实际上就是由国家和社会为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孤老提供

在 日常生活过程中所必需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保障的一种供养方式
。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

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努力办好养老福利事业的方针政策
,

广大从事

孤老保障工作的社会工作者
,

从上海这样一个人 口密集
、

空间狭小
、

人 口老化程度高
、

孤老

人数相对 比较多和财力不足
、

场地设施有限的实际条件出发
,

积极探寻解决孤老问题的途径

和方法
,

在开展孤老社会保障的实践过程中
,

不断探索
,

认真总结经验
,

逐步形成了一套行

之有效适合上海地区特点的
、

依靠
“
两种形式

” 和
`

“ 三股力量
”
相结合的办法

,

并将它作为

解决孤老问题的基本经验
。

所谓
“ 两种形式

”
相结合

,

即集中供养与分散包护相结合 , “ 三

股力量
”
相结合即国家

、

集体
、

群众的力量相结合
。

这个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为完善和

发展上海的孤老保障事业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

集中供养孤老
,

以解决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
,

主要是 由国家和集体投资兴办
,

民政部门

主管的社会福利院或敬老院承担
。

目前
,

上海市有国家投资兴办的专门用以集中供养孤老的

市辖社会福利院四所
,

安置 1 ,

32 7名孤老
,

其中退离休孤老 27 0人 , 区
、

县辖社会福利院十一

所
,

安置 347 名孤老
。

属社会集资
,

由街道 (镇 ) 集体兴办的敬老院十六所
,

集中供养孤老

1 51 人
。

在市郊十个县的 20 6个乡中
,

已有 1 38 个乡办起了敬老院
,

供养孤老 1 ,

60 0人
。

根据发

展规划
,

全市郊县将在 1 一 2 年内实现乡乡都有敬老院的 目标
,

使凡是愿意入院供 养 的 孤

老都能够就近入院
。

近年来
,

上海又出现了按行业和系统 自筹资金办敬老院
,

以解决本系统

和本企业中的退休孤老的安置和供养问题
。

如港务局工会在有关部门支持下
,

于 1 9 8 4年在本

系统办起了幸福院
,

集中供养 1 2名退休孤老
。

其他诸如冶金
、

纺织等系统也有筹办敬老院的

打算
。

这一新的孤老保障形式不仅给企业和社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而且还为广

泛依靠各种社会力量以解决大量退离休孤老的安置与供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经验
,

为推动



上海孤老保障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责献
。

上述市
、

区
、

县辖属的社会福利院除了由国家投资兴办
,

属国家性质的养老福利事业单

位之外
,

其余均由社会集资或 自筹资金兴办
,

采用民办公助
、

互利互惠的办院方针
,

属集体

性质的养老福利事业单位
。

这种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联合兴办孤老保障事业的做法
,

充分体

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办的优越性
。

集中供养孤老有三大好处
:

( 一 ) 有利于统筹兼顾发展孤老保障事业
,

把筹建福利院等养老机构列入社会或
.

本地尽
-

的协调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

(二 ) 在社会上和周围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
。

使养老工作更加受到各界社会力 量的支持

和关心
,

有利于孤老保障事业实现社会化
。

如市
、

区
、

县等各级领导和驻军首长逢年过节都

要到福利院和敬老院去探望老人
,

并赠送礼品
。

社会上的商业
、

文艺
、

医疗等部门定期入院

为孤老免费或优惠服务
。

少先队员
、

共青团员往往把福利院和敬老院作为开展精 神 文 明 活

动
、

尊老敬老做好事的地方
。

有关社会团体和港澳同胞
、

华侨
、

外宾经常到这些地方参观
。

在福利院和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孤老不仅物质待遇比较好
,

精神生活也比较充实和愉快
。

相对

来说
,

孤独感要少得多
。

( 三 ) 有一套 比较完整的供养措施和考核标准
,

条件设施比较优裕
,

孤老能够享受到 比

较好的生活待遇和服务质量
,

有利于孤老保障事业朝着制度化
、

专业化
、

规范化和现代化的

方向发展
。

福利院和敬老院一般都座落在空气清新
、

交通方便的地方
。

院内普遍配有专职服务人员

和医生
、

护士
、

炊事员
。

从院长到普通工作人员都实行定人员
、

定任务
、

定岗位的
“ 三定

”

责任制
。

工作质量同本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
。

院内按照孤老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能力普遍实行

分级护理制
。

每个孤老 自入院起就建立健康档案
,

每年作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
。

医疗费用全

部由公费劳保 (退离休孤老 ) 和民政经费 (无业孤老 ) 中支出
。

逢年过节或老人生 日
,
照例

要举行会餐或给有关老人加菜
,

赠送蛋糕
、

寿桃等礼品
,

以示祝贺
。

老人的住房宽敞明亮
,

卧室一律朝南
,

冬暖夏凉
,

平均用房面积达十平方米以上
,

人均住房 (主要指卧室 ) 面积也

不低于四平方米
,

大大超过上海现今的人均用房与住房面积
。

在饮食方面
,

根据老人对饮食
“
松

、

软
、

香
、

酥
、

鲜
” 的要求

,

不断提高烹调水平
,

改善饭菜质量
,

增加花色品种
。

据对第

一社会福利院和嘉定县福利院
、

长征乡敬老院的调查
,

90
.

37 %的孤老对伙食表示满意或基本

满意 (余者以菜肴价格贵而不满意 )
。

1 9 8 3年夏天
,

上海出现百年不遇的高温酷暑
。

为了使

全体孤老安度盛夏
,

从事孤老保障的社会工作者提出这样的口号
:

象关心和侍候 自己的父母

那样为孤老服务
,

不让一位孤老中暑
,

不让一位瘫痪孤老生褥疮
。

以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为

例
,

领导 以身作则
,

办公室一律不留用电风扇
,

全部拿到老人的住房里供老人使用
。

院领导

和护理人员一天三次为瘫痪在床的孤老翻身
、

擦汗
。

院长张育林同志亲 自到浴室搀扶老人
,

为老人沐浴冲凉
。

整个夏天虽然酷热逼人
,

但全院孤老没有一例中暑和患褥疮
。

许多孤老翘着

大姆指说
,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

冬天给孤老洗澡
,

操作程序规定护理人员必须先给自己

脱衣服
,

然后再给老人脱 , 洗澡完毕又必须先给老人穿戴齐全
,

然后才能给 自己 穿
。

很 显

然
,

这样做是宁可护理人员自己受冻
,

也决不让老人着凉
。

这种于细微处见高尚的全心全意

为孤老服务的精神不仅使老人们感动万分
,

也使在场的浴室服务人员深受教育
。

83 岁的女孤

老韦月侣入院后目睹和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

按捺不住内心的的激动
,

深情地赋诗一 首
: “ 望



目

天堂
,

不知夭堂有多高
; 想天堂

,

不知天堂在何方 , 自从来到福利院
,

方知人间有天堂
” 。

这首诗表达了全体孤老的心声
。

集中供养孤老
,

以其良好的物质待遇
,

设施和服务质量
,

在广大孤老人员和社会上赢得

了荣誉
,

体现了依靠国家和集体的力量兴办孤老保障事业的优越性
。

许多前往参观的国际友

人对孤老在福利院和敬老院里安逸幸福的生活和轻松愉快的精神风貌
,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成为展示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养老福利事业优越性的一个窗 口
。

依靠国家和集体的力量兴办孤老保障事业
,

以集中供养的方式解决孤老的生 活 保 障 问

题
,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

都应该 是我们办好养老福利事业继续坚持的方向
。

但是
,

这种集

中供养孤老的方式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

首先
,

这种方式耗费较多
。

它预先要国家和集体花费

投资去征用场地
、

建造院舍和添置设备
。

老人入院后
,

每月需支出大量的补贴
。

据调查
,

城

市福利院平均每月补贴每个孤老 60 元左右
,

农村敬老院每月补贴每个孤老 40 一 50 元之间
。

以

此计算
,

若集中供养全部孤老
,

上海用于孤老保障方面的补贴每月达 1 30 万元
,

全年就将在民

政福利费中多支出 1 ,
6 00 万元投资

。

在 目前国家财力有限
,

用于社会福利费的投资不可能很多

的情况下
,

每年要承担如此之多的养老补贴
,

显然是困难的
。

鉴于此
,

我们必须在发展孤老

保障事业方面探寻一条 以较少的投资解决孤老问题的新途径
。

其次
,

人到老年难免会产生一

种安于故土
、

思恋旧情的心理
。

孤老虽说是孤
,

但他 (她 ) 长年生活在某一个地方
,

熟悉这

个地方的人情世故
,

在周围的街坊邻居 中也有着一定的感情上的寄托和交流
。

同时
,

孤老大

多舍不得放弃那些随他使用多年的坛坛罐罐
。

加上对福利院和敬老院的情况 缺 乏 了 解
,

所

以
,

老守屋 门
,

不肯入院的孤老自然也不在少数
。

据统计
,

由福利院和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孤

老 3 , 4 37 人
,

仅 占孤老总数的 1 4
.

6%
,

其余均散居在社会上
。

其中
,

主动要求进 福 利 院 的

49 9人
,

仅 占2
.

5 %
。

大部分散居在社会上的孤老虽说在 日常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方面由国家或

集体提供保障
,

但这部分孤老人数多
,

居住分散
,

大多数体弱有病
,

甚至卧床不起
。

所 以
,

解决这部分孤老的供养与护理问题就成了整个孤老保障事业中一项最困难和最突出的工作
。

在解决这部分孤老的供养与护理问题过程中
,

广大群众创立 了孤老综合包护组这样一种

新形式
,

为就地
、

就近解决这部分散居在社会上的孤老的供养和护理间题提供了一条成功的

经验
。

孤老包护组这一新的孤老保障方式于 1 980 年 2 月由闸北区开封街道的居民群 众 首先 创

立乙
。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邻里互助
、

尊老敬老的光荣传统
。

这些散居的孤老长年生活在街坊邻

里之中
,

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

当这部分孤老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

邻里群众都

乐意给予帮助和照顾
。

街道干部从邻里居民供养和护理孤寡老人的自发行动中受到启发
,

他

们及时地把在群众中自发形成的助老活动组织起来
,

使之变成自觉的
、

有组织的和制度化的

活动
。

根据双方 自愿
、

就地就近的精神
,

街道和里委会把同孤老为邻或相近的居民群众以 3

一 5人为一组的编制组织起来成立孤老包护组
。

他们把开展这项活动列入搞好地 区 精 神 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

要求把对孤老的供养和护理任务分管到户
、

包护到人
,

使这一部分

散居在社会上的孤老也能够象集中供养的孤老一样
,

做到衣食住行有人问
,

病患 医 护 有 人

管
。

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型的人际关系在孤老保障事业上的生动体现
。

群众性的孤老包护组的出现
,

是实现我国孤老保障社会化的好形式
。

其好就好在这种孤

老保障的形式既不用花大量的投资
,

也不需要专门的场地和设施
,

孤老可以就地或就近受到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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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

其特点是 因陋就简
、

因地制宜
,

符合少花钱
、

多办事
、

办好事的原则
,

同时还适应孤老

的心理特点和生活习惯
,

方便他们就近 串门访友
、

聊天叙旧
,

有利于摆脱孤独感
。

孤老包护组这一新型的孤老保障方式一出现
,

就迅速地在全市范围内普及推广
。

目前
,

全市 已有 4 ,

20 0多个孤老包护组
,

有包括街道和里弄干部
、

退休工人
、

少先队员
、

共青团员
、

在职职工
、

驻沪部队指战员在内的 22
, 0 00 多人参加包护组的各项服务

, 8 , 0 00 多名孤老的 日常

生活在包护组的关心和帮助下解除 了后顾之忧
。

群众性的孤老包护工作的开展又推动了地区性的孤老服务站的建立
。

它是 以街道或里弄

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助老机构
。

它的服务内容包括为孤老缝纫裁剪
、

洗涤
、

修补
、

理发
、

检查身体
、

送药上门
、

雇请护理
、

陪伴就医
、

打扫环境
、

修缮住房
、

代写书信和中秋节给孤

老送月饼
、

春节组织孤老会餐
、

联系文娱演出以丰富孤老的精神生活
、

指导和协调包护组开

展包护活动等等
,

这就使孤老包护组的活动正常持久地开展下去有了组织保证
。

现在
,

市区

有 42 个街道建立了孤老服务站
,

平均每月为孤老提供将近 1 0 , 0 00 人次的各类服务
。

在开展精神文明活动的过程中
,

上海的孤老保障事业进一步发展
,

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市

性的
、

有各行各业参加的为孤老送温暖的社会服务网
、
这项活动尤其在商业服务系统引起积

极的反响
。

他们同孤老服务站建立联系
,

了解孤老的有关情况
,

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尽可

能的帮助和照顾
。

已有五个区的商业服务系统
,

包括菜场
、

浴室和煤
、

粮
、

商店为 1 , 2 00 多名行

动不便
、

体弱多病的孤老发放了照顾卡
,

优先供应老人喜欢的紧俏商品
。

他们坚 持 上 门 服

务
,

实行
“ 一条龙服务法

” ,

按时按量把孤老所需要的菜
、

米
、

油
、

盐
、

煤等生活用品送上

门
,

大大减少了孤老在 日常生活上的拖累
。

仅据黄浦区 1 9 8 4年统计
,

商业部门为孤老上门服

务 n
,
3 00 多人次

,

送粮 n 万 5 千多斤
,

煤 2
, 5 00 多斤

,

菜 3 ,

20 0多斤
。

另外
,

医疗卫生系统上

门为患病孤老诊治 2
, 1 00 多人次

。

房管部门为 465 名孤老修房
、

换房
,

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和居

住条件
。

过去
,

那些散居在社会上的孤老给人的印象多是面黄肌瘦
、

衣衫槛褛
。

自从由包护

组承包供养与护理任务
,

并由孤老服务站和社会各界给予广泛的社会服务之后
,

孤老的面貌

大为改观乡 成为衣衫整洁
,

笑逐颜开的人
。

孤老不孤
,

处处有亲人
,

这 已经成为孤老们共同

的感觉
。

他们的心理感觉也从原来的
“ 三个怕

” 成为现在的
“

七个不用愁
” :

柴米油盐有人代

买不用愁 ; 看病有人 陪送不用愁
;
卧床不起有人护理不用愁 , 打扫环境有人帮助不用愁 , 逢

年过节有人慰间不用愁 , 居住困难有人关心不用愁 , 去世有人料理后事不用愁
。

这七个不用

愁充分说明了广泛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开展孤老社会保障方面所显示的社会功能
。

群众性的孤老包护与社会服务活动把上海的孤老社会保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在全市

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投资供养
、

集体集资供养和群众就地
、

就近分散包护相结合的多形

式
、

多层 次
、

多渠道的孤老供养服务 网
。

古人
“
老有所养

”
的理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

现实
。

这一成功的经验在国际社会也引起普遍赞誉
,

尤其是对于邻里互助
、

就地分散供养的

孤老包护组和孤老服务站感兴趣
,

认为这是中国开展孤老社会保障的一个成功的创举
。

联合

国助理秘书长柯里根博士在参观考察了上海的孤老社会保障后对中国记者说
:

中国的这一经

验对于其他国家
,

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养老福利事业能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

开展孤老社会保障是一项长期性的社会工作
,

在工作规划上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
、 丁
育利



子发展的打算
。

这项工作虽然在近几年有较大的发展
,

取得了一 些成功的经验
,

但从长远的

发展的眼光来看
,

仍然有着一些值得研究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

首先
,

孤老社会保障还没有形成专业化
。

孤老社会保障作为应用社会学所属的社会工作学科领域内的一个分支
,

它所需求的知识

面相当广泛
,

涉及到同老年问题有关的一系列诸如生理学
、

心理学
、

医学
、

护理学
、

营养学
、

个案指导
、

社区服务
、

福利保障等多种学科的专门知识
。

掌握这些知识对于搞好孤老社会保

障
,

提高工作质量是大有帮助的
。

但 目前的现状一方面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
,

另

一方面是已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的专业知识相当贫乏
。

以上海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
,

这

是一所全市规模最大
,

设施比较完备先进的孤老供养机构
,

但全院工作人员当中相当于大专

学历的仅一人
,

高中毕业的也只有五人
,

大多数为初中水平
。

全院定编职工 7 5人
,

都没有受

过有关老年社会保障方面的专业训练
。

这就不能不对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质量带来一

定的影响
。

为 了进一步搞好孤老保障工作
,

培养一批热心孤老保障事业的专业人材
,

提高工

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

开办一些以孤老社会保障的知识为内容的培训班和职工教育势在必行
。

这项工作应该引起孤老保障事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

其次
,

孤老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基本上处于空 白状态
。

社会立法也是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
。

它是 以某种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对特定的社会

成员的正当权益提供立法方面的保障依据
。

我国虽然在宪法上对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作了

必要的规定
,

但只是一些初步的
、

原则的条款
,

尚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
。

从实际情况来看
,

对于老年人
,

尤其是其中的孤老
,

更有必要对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作出一些明确 具 体 的 规

定
。

在现实生活中
,

侵犯孤老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

有的人视孤老势单力弱为可欺
,

动

辄施以非礼
。

孤老为求得安宁
,

往往总事宁人
。

这不仅损害了孤老的正当权益
,

而 且 在客

观上也助长了有些人的不良作风
。

如孤老生前 由国家或集体给予供养
,

或由邻里群众包护
,

但待孤老去世后
,

有些沾亲带故的人就会 冒出来巧立名 目
,

吵吵闹闹
,

要求继承孤老遗留下

来的房子
、

财产等遗物
。

有些
“
亲属

” 平时对孤老漠不关心
,

逃避赡养和护理的责任
,

到了

孤老重病缠身
,

不久人世的时候
,

却一反常态住到孤老身边
,

名义上说是陪伴护理
,

甚至还

有人乘机把户 口也迁进去同孤老合并
。

其实
,

其真正意图是想乘机占有孤老的房子和财物
。

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后有关部门感到棘手
,

不好处理
。

为保护孤老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和孤老

保障事业的发展
,

完全有必要相应地制定一部孤老保护法
,

对于孤老的正当权益 和 特 殊 需

要
、

孤老保障的内容
、

主管部门的职能
、

工作人员的录用
、

考核与晋升
、

供养经费的筹集与

使用
、

孤老财产的处理与遗产继承等有关方面作出一些具体的
、

切实可行的规 定
,

以 做 到

有法可依
,

填补我国在孤老保障立法上的空白
。

也可以在制定老年人保护法中以专款专条的

方式给以确立
。

这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孤老社会保障在立法上必须予以完成的一 项 重 要 任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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