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鳃寡老人

叶 乃 滋

无子女
、

无经济来源
、

无依靠而靠社会救济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是典型的鳃 寡 老 人
,

处在老年群体中的最低层次
。

他们的处境和命运
,

从丫个侧面反映出社会 中老年群体的社会

处境
,

反映出社会的物质文明
、

精神文明状况和社会制度是否优越
。

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社

会制度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鳃寡老人的状况同私有制度下的鳃寡老人的状况是根木不同的
。

19 8 3年笔者对哈尔滨整个市区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进行了全面调查
。

哈尔滨市作为我国最 早解

放
,

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城市
,

它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状况

,

是具有代表性的
,

为本文剖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鳃寡老人群体的状况
,

提供了事实依据
。

一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社会成因

不同社会制度
、

不同历史条件下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社会成因是不同的

。

我国社

会曾是 一个长期封建统治的农业社会
,

现在是一个正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社 会 主 义 社

会
,

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社会今天的
“ 三无

” 鳄寡老人的社会成 因有其历 史 的 特 点
。

1
.

自然型的人 口结构成因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人口结构成因分为 自然型和人为型

两种
。

这两种类型
,

一是表现在子女赡养关系上
,

是无子女因而无子女赡养
,

还是有
一

子女但

子女不赡养? 二是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上
,

是因为社会经济因素无力结婚或因配偶去世或因

为有配偶但不生育而无子女
,

以及因天灾
、

战祸
、

疾病等偶发性生活变故而失去子女 ? 还是

因为婚姻离异
、

抱独身主义而无子女 ? 据哈尔滨市的调查
,

从子女赡养关系角度分析
,

有
一

子

女但因种种社会原因未赡养老人而靠社会救济的人为型鳃寡老人仅 占了 %
,

而因无子女赡养

的自然型鳄寡老人 占93 % (其中无子女占74 %
,

子女皆去世 占1 5
.

2%
,

子女病
、

残
、

老
、

幼

无力赡养老人占3
.

4% )
。

从婚姻家庭关系角度分析
,

因离婚而无子女的人为型鳃寡老人仅 占

5
.

2%
,

而因未结过婚或配偶去世无子女或有配偶但无子女的自然型鳃寡老人占 9 4
.

8% (其

中
,

未结过婚占2 0
.

8 %
,

配偶已去世 占56
.

4%
,

有配偶但无子女占1 5
.

6% )
。

我国目前
“ 三

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青年时期基本上是在旧中国度过的

,

解放后不久
,

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即

进入中年
,

为解决婚姻间题增加了困难的因素
。

生活的困境夺走了他们建立家庭
、

生儿宣立

的权利
。

他们之中的少数人
,

虽然结过婚
,

养育过子女
,

但因解放前劳动群众生活困难
,

致

使子女夭折
。

因此说
,

他们的孤身生活
,

是旧社会反人道的佐证
。

婚姻离异和子女不尽赡养

义务的人为型鲤寡老人的微小比例
,

表明了目前我国的
“ 三无 ”

鳄寡老人群体的基本社会成

因
,

并非家庭解体和子女丧失伦理道德观念所致
,

而恰恰证明
,

我国老一代的婚姻家庭状况

是稳定的
。

我国今天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这种 自然型人 口结构成因
,

既突出地表明了找国老



一代婚姻关系的稳定
,

也反映 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关系仍体现着传统的伦理观念
。

2
.

非劳保型的职业结构成因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职业结构成因

,

主 要有 非 劳

保型和无业型两种
。

哈尔滨市的调查表明
,

我国 目前的
“ 三无

”
鲜寡老人群体的职业结构成

因
,

主要是非劳保型
,

占6 0
.

4 %
。

他们在受救济前的职业
,

绝大部分是个体手工业工人
、

力

工
、

小商贩
、

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个体劳动者
。

这些个体劳动者与享受国家或集体劳动保险

的全民企业职工
、

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不同
,

他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不是劳保型的
,

而

是非劳保型的即社会救济型的
。

另外
,

还有 30 %的
“
三无

”
鲜寡老人是因从事家务劳动而无

职业的女老人
,

还有 8
.

4% 是因病
、

残无劳动能力的病残老人
。

他们的职业结构成因
,

不属

于失业型
,

而是无业型
。

他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也是救济型的
。

上述情况表明
,

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职业结构成 因主要是非劳保型的

,

同时
,

无职业型也 占有一

定比例
。

我国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这种职业结构成因
,

同一切私有制度下
“ 三无 ”

鱿寡

老人群体突出的失业型职业结构成因是有本质不同的
。

这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

展水平
,

也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就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

以上分析表明
,

人 口结构成因同职业结构成因的交叉
,

是 “ 三无
”
鲜寡老人群体形成的

基本社会成因
。

自然型的人 口结构成因和非劳保型的职业结构成因
,

是我 国社会制度下
“ 三

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基本社会历史特征

。

同一切私有制下
“
三无

”
寡鳃老人突出的人为型的

人口结构成因和失业型的职业结构成因而形成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基本社会历史特征是根

本不同的
。

社会主义制度下和私有制度下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不同的社会成因

,

表明了

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
, “ 三无

”
鳃寡老人社会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

,

体现了两种社会制

度和两种 “ 三无
” 鳃寡老人社会问题的根本不同性质

。

二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社会生活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

,

享受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待遇
,

过着安

乐
、

幸福的生活
。

国家根据鳃寡老人在青壮年时期曾为社会劳动
,

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

通过宪法和有关法令
、

制度以及社会舆论
,

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

物质生活条件和

人格的尊严
。

1
.

养老条件和养老方式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养老方式既决定 于经济

、

社 会 发

展的水平
,

又与
“
三无

” 鲜寡老人群体的生理状况和社会心理状况相关联
。

哈尔滨市的调查

表明
,

我 国目前对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养老方式

,

基本上是四种形式
:

一是养老院
、

福

利院集中赡养 ; 二是街道综合包户小组照顾
,

委组包户赡养 , 三是居民与
“
三无

”
鳃寡老人

自愿结合的包户赡养或家庭赡养
; 四是

“
三无

”
鳃 寡老人独立生活

,

社会照顾赡养
。

这四种

养老方式各有特点和所长
,

适合不同生理状况和社会心理状况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需要

。

大多数
“ 三无

”
鳃寡老人是采取前两种养老方式

。

养老院
、

福利院是集中赡养
,

老人的生活

不必 自己操心
,

物质生活的条件较好
,

水平较高
。

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养老院和福利

院从救济型
、

供应型 向福利型
、

看护型转变
, “

三无
”
鲜寡老人的生活水平将有进 一 步 的 提

高
。

这种养老方式不仅适合于能自理生活的老人
,

也适合于不能白理生活的老人
,

因此
,

相

当部分的
“ 三无

” 鳄寡老人愿意入院养老
。

这种养老方式特别适合一些 自理能力较差或不能

自理的老人
。

但是
,

山于住院养老的集体生活需要一个生活方式
、

心理状态和行 为 习 惯 的



适应过程
,

因而有些
“ 三无 ” 鳃寡老人不愿入院集中赡养

。

散居街道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

体的大多数
,

对他们大都采取街道综合包户小组照顾
、

委组赡养的方式
。

综合包户小组一般都

由居民委员会主任
、

居民组长和老人的邻居以及附近粮店
、

副食店
、

房管所
、

医药商店的背

业人员组成
,

对 “ 三无
”

·

鳃寡老人的生活需求一包到底
,

做到制度化
、

群众化
、

经常化
,

从

而保证老人的正常生活
。

这种赡养方式对于一些尚能自理
,

习惯子独立生活
,

自己顶门过 卜!

子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最为合适

。

居民与
“ 三无

”
鳃寡老人 自愿结合包户赡养和家庭包户赡养是略有差别

、

近似一类的养

老方式
。

前者是 以与老人相邻近居住和相互有利
、

情感融洽
、

自愿结合为条件
,

一般适合于鹉

本能自理和完全能自理的老人
,

由包养户负责全面照顾老人的生活
,

老人替包养户望门看家
,

照顾小孩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 ; 或老人的住房宽敞
,

让出一定面积给包养户使用
,

以

及其他互利互助条件等等
。

但是在经济上
,

老人仍然是独立的
,

救济金仍归老人 自行支配
。

家庭包户赡养方式与自愿结合包养户赡养方式接近
,

不同的是
,

在经济上
,

老人的救济金交

家庭包养户支配
,

老人成为包养户家庭生活的一员
,

一切全由包养户负责
,

包养情况由街道

居民委组监督检查
。

这两种养老方式的照顾质量比较高
,

比一般养老方式有其优越之处
,

不

仅鳃寡老人的物质生活能得到周到的照顾
,

而且 由于生活在感情融洽的包养户的家庭环境之

中
,

老人的伦理情感需要和精神生活需求
,

也可以得到满足
。

但是
,

由于这种养老方式的条

件比较严格
,

不可能大量实行
。

目前仅有很少数
“ 三无

”
鳃寡老人是独立生活

,

由社会照顾赡

养
。

这是一种老人独立自理的养老方式
,

社会有关方面仅在一定时期内做一些非固定性的照

顾的
。

这 四种
“ 三无

”
鲜寡老人的养老方式是适合今天我国社会状况的养老方式

,

各有其不

同特点
,

适合不同情况的老人的需要
,

但都同样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崭新的人际关系
。

2
.

健康状况和医疗条件
。

健康和医疗是老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是决定老年生活状

况的一个重要因素
。

保障鳃寡老人的身心健康
,

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 重 要 内 容
。

对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医疗费用的处理

,

一般是从实际出发
,

酌情办理
。

政府对于
“ 三无

” 鳄寡

老人的非慢性疾病和有治疗价值的慢性疾病都积极支持治疗
,

医疗费用作临时救济金处理
。

哈尔滨市的调查表明
, “
三无

”

鲜寡老人群体中
,

男性 占4 2
.

8 %
,

女性占57
.

2% ;年龄分组
:

60 岁

至 69岁的占2 7
.

2 %
, 7 0岁至 7 9岁的占5 1

.

2%
, 5 0岁至 8 9岁的占2 0

.

5 %
, 9 0岁至 9 9岁的占4

.

5% ;

健康状况
: 62 %的人既无重病又无残疾

, 2 5
.

6%的人有重病或残疾
,

12
.

4%的人既有重病又

有残疾
。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主要疾病是心脏疾病

、

肺部疾病
、

眼科疾病和肠 胃疾病等老年

型疾病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年龄分组和健康状况表明

,

今天我国
“
三无 ”

鳄寡老人群体

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

人均寿命延长
,

这既反映了老人们的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处境
,

也反

映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3
.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在我国
, “ 三无 ”

鳄寡老人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有

保证的
。

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包括鳃寡老人在内的社会全

体成员的福利
。

解放三十余年来
,

虽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还相当低
,

但是
,

国家仍保障了鳃寡老人们物质生活的温饱和精神生活的愉悦
。 - - -

-一

—
一

首先
,

在物质生活方面
。

哈尔滨市的调查表明
,

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大体上可 分 为 三 个

层次
:

第一个层次
,

衣食充足
,

使用方便
,

占5 5
.

6% ;
第二个层次

,

衣食温饱
,

比较拈据
,

占2 2% , 第三个层次
,

因病
、

残
、

弱
,

生活有一 定困难
,

需政府和社会经常照顾
, :片18

.

8%
。

这表明绝大多数生活温饱
,

有困难者亦有政府照顾
,

生活都有基本的保证
。



其次
,

精神生活方面
。

哈尔滨市的调查表明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中

,

信教的占 8%
,

信命运的占 0
.

4%
,

无明确信仰的占1 6
.

4%
,

信共产党 (社会主义 ) 的占7 5
.

2%
。

这种信仰状

况表明历经 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今天的我国鳃寡老人群体
,

他们对 旧中国都有难以磨灭的

痛苦 回忆和解放后幸福生活的感受
,

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有深刻的经验
,

对共产党
、

对社

会主义都有深厚的感
J

喃
,

从而具有进步的思想信念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有 自己的价值观

念
,

关心国家大事的占20 %
,

关心集体 (街道养老院
、

福利院
、

照 顾人和邻 居 朋 友 ) 的 占

7 1
,

6%
,

只关心 自己和配偶的占2 3
.

4%
,

表明大部分
“ 三无

”
鲜寡老人群体从长期生活实践

中深刻体验到国家
、

社会和集体是他们晚年生活的靠山
,

从而具有社会主义
、

集体主义的价

值观念
。

由于大部分
“ 三无

”
鳄寡老人具有进步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念

,

他们的心境和生活

比较积极
、

健康
,

心情快活
。

日子过得有兴味的占3 8
.

4% ; 心情安定
、

不觉孤独的占48
.

8% ;

心情时好时坏
、

有时孤独不安的 占 1 1
.

6% ; 心情忧郁烦乱
、

生活无期待的仅 占 1
.

2%
。

今

天我国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这种物质生活有保证和

“ 孤老不孤 ” 的精神生 活境界
,

是我

国对
“ 三无 ”

鳄寡老人群体社会问题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策的成果
,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鲜寡老人群体
,

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可能高一些
,

但是
,

他们

却不可能具有这种精神生活境界
,

这一点表明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远远优越于资产阶级人道

主义
。

三
、 “

三无
”
鳄寡老人群体的社会价值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 “ 三无

”
鳄寡老人

“ 老有所养
,

孤老不孤
” 的现实生活

,

实现

了古人几千年来期望的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的社会理想
,

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人的价值的充

分尊重
。

即使是一些非劳动成员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
,

也给予同等待遇
。

每一位
“
三无

”
鳃

寡老人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平等的一员
,

都是国家的公民
、

社会的主人
。

国家和社会

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

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

1
. “

三无
,
鲜寡老人群体是社会的最低层次

,

这个层次的社会价值因社会 制度 而 不

同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他私有制社会里
,

这个社会最低层次是被社会抛弃的
“ 压力群体

” 。

他们无亲无依
,

流离颠沛
,

生活无着
,

饥寒交迫
,

挣扎在充满凄凉和悲哀的死亡线上
,

是剥

削阶级慈善机关施舍救济的对象
。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当然也是

社会的最低层次
。

不同的是
,

他们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
,

具有平等的民主权利
,

无论是物质

生活还是精神生活
,

都有权得到社会的保障
。

国家和社会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出发
,

把关怀

和保障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生活作为国家和社会应尽的责任

。

其社会意义也在于让人们从
“

三

无
”
稣寡老人群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处境和命运中

,

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
,

坚定人们的社

会主义信念
,

解除人们对晚年的后顾之忧
,

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
。

2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是社会服务的对象

,

也是衡量社会精神文明状况 的 一 个 标

志
。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为整个社会所关心所援助

,

他们是整个

社会服务的对象
,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为他们尽心出力
。

哈尔滨市的调查表明
,

以街道综合

包户小组
、

家庭包养和
“
学雷锋小组

” 、 “
贴心人小组

” 、 “
送温暖小组

” 、 “
五讲四美做

好事小组
”
等群众组织形式

,

为 “ 三无 ”
鲤寡老人服务的人员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

其 中
,

居第一位的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干部和居民 , 居第二位的是商业
、

粮食
、

蔬菜等行业 的服务人



员
;
居第三位的是街道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

;
居第四位的是学生

、

教师和人民警察
、

解放军

战士
。

他们都把为
“ 三无 ” 鲜寡老人服务做为满足道德情感的需要

。

他 们 为
“
三 无 ”

鳃 寡

老人服务的指导思想
,

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

第一层次
,

认为这是为人民服务
,

内 心 感 到 幸

福
;
第二层次

,

认为这是
“ 五讲四美

” 的行为
;
第三层次

,

认为帮助老人
、

爱护老人是应该

做的事
;
第四层次

,

认为这是 自己工作岗位的职责要求
。

这表明为
“ 三无 ” 鳄寡老人服务的

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
,

也使敬老爱老
、

助人为乐的优 良传统得到 了 发 扬光

大
,

成为社会主义的新风尚
。

3
. “ 三无 ”

鳃寡老人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
,

也是一个趋向长期发展 的 社 会 问

题
。 “ 三无 ” 鳄寡老人社会问题

,

在一定时期内
,

将是一个与我国的经济
、

社会同步发展的

问题
。

从我国社会长期发展预测
,

它也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长期性的社会问题
。

我国今天
“ 三无 ”

寡鳃老人群体的构成
,

由于如前所述两个成因
,

形成 了以下三个渠道
:

一是在旧社

会因生活困苦未结婚成家或失去子女的个体劳动群众及其配偶
,

二是建国后未成婚或失 去子

女的个体劳动群众
,

三是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 去子女或无子女的非劳动阶级成员及其配偶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_

L述第一个和第三个渠道将逐渐消失
,

而第二个渠道将会在社会主义历史

时期长期存在下去
。

其原因
,

主要还是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两个基本成因的推动
:

一个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
,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的城乡个体经济
,

几年来有了

大幅度的迅速发展
,

从 1 9 7 8年的 15 万人发展到 1 9 8 4年的 1 ,

30 3万人
。

这种趋势在相当长的各

时期内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

个体经济在全国范围的发展
,

必然扩大非劳保型职业结构的各种

各样个体劳动者的队伍
,

这就为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发展准备了职业结构的成因 , 另一 个

原因是计划生育的推行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
,

又将使我国人 口的代际结构必然趋向倒金宇

塔形的时期 ( 即两对老人和一对中青年夫妇同一个少幼孙辈 )
,

为
“
三无

”

鳄寡老人群体的

发展准备了人 口结构的成因
。

那时
,

我国社会不仅老年人社会问题将更为突出起来
,

与之相

伴随的包括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在内的鳃寡老人社会问题也必然将时突出起米
。

因此
,

必

须 及早作出预测
,

积累经验
,

制订相应对策
。

四
、 “

三无
”
鳄寡老人群体的现存问题及其社会对策

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历史时期
,

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
,

作为一个社会层次的
“ 三无 ”

鲤寡老人群体的社会生活
,

也面临着一系列迫切需要改革和解决的问题
。

1
.

在社会保障体制上
,

应变现行的社会救济型为社会基金 型
。

目前
,

我 国 “ 三 无 ”

鳄寡老人是由国家实行社会救济的方式
,

现在 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状况
。

一方而
,

伴随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
,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 另一方面
,

国

家在建设时期又需要尽最大可能为建设集聚更多的资金
,

这个矛盾是比较尖锐的
。

这几年来
,

我国城乡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
,

而城乡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物质生活条

件的改善较小
,

同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消费的增长相比
,

增长幅度是不大的
,

与目前整个社

会的物质生活的改善速度不相称
。

在现行救济型社会保障体制下
,

这种趋势必将继续下去
。

从长远考察
,

如前所述
, “ 三无

”
鳃寡老人群体的数量增长将超过 目前的规模

,

国家财政需

为此大量拨款
。

如果实行个体劳动者老年社会基金制度
,

代替现行社会救济制度
,

就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
。

个体劳动者老年基金制度就是山每个个体劳动者定期向政府上缴一定



数量的老年基金
,

同时每个进入老年期的个体劳动者
,

都有权利按上缴基金的年数
,

领取不

同等级的赡养金
。

其中
,

无子女赡养的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赡养金标准将高于一般个体劳动

者老人
。

国家根据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变化和各时期市场物价的变动
,

可 以比较灵活地调整

各时期赡养金的数额和上缴老年基金的标准
。

这种个体劳动者老年基金制度将代替社会救济

制度
,

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
,

既能解除国家的这部分财政负担
,

又能比较灵活

地适应今后长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

伴随社会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而提出的
“ 三无

”
鳄寡老

人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问题
。

2
.

在赡养方针上要继续坚持
“ 国家支持

,

同依靠群众相结合的方针
” 。

当 前 改 革 时

期
,

正是社会文化观念剧烈震荡和变异的时期
,

许多新的社会文化观念
、

价值观念在孕育和

诞生
,

各种中外新 旧文化在相互碰撞和更替
。

在这种条件下
,

有必要强调继承和发扬我们民

族和社会主义国家养老敬老的优 良传统
,

坚持
“ 国家支持

,

同依靠群众相结合
”
赡 养 照 顾

“ 三无
”
鳃寡老人的方针

,

落实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
,

进一步鼓励和树立助老为乐的社会主

义新风尚
,

防止单纯依靠国家和
“ 一切向钱看

”
的倾向

。

要把照顾
“ 三无

”
鳃寡老人列为城

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
,

作为评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单位
、

文明地区
、

文明个

人的条件之一
。

3
.

在养老院的养老方式上
,

变救济型的集体供养方式为福利型的公寓康复供养方式
。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和社会福利工作
、

生活方式的改革
,

住院
“
三无

”
鳄寡老人 己不再

满足于过去那种
“ 只要吃饱

、

穿暖
、

睡好
、

无病
、

无灾
” 的供养式养老生活了

,

而要求进一

步提高生活质量
,

包括改善物质生活和丰富精神生活
。

一部分男女住 院老人 要 求
“
老 有 所

伴
” ,

提出在养老院内组建家庭
。

更多的住院老人都有家庭式供养的愿望
,

突破 了原有的集

体食宿养老的观念
。

住院
“ 三无

”
鲜寡老人的这种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是合理的

,

是

社会福利工作改革
、

生活方式改革在养老方式上的必然反映
。

他们的这种要求和愿望
,

是应

该逐步得到满足的
,

实行福利型的公寓康复供养方式代替单纯救济型的供养方式
,
就是一种

可供选择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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