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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之“困”

一晃之间，王凤珠和老伴已
经在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家”中
住了近三年，从抵触抗拒到接纳适
应，其中缘由可谓一言难尽。

在淄博市沂源县西里镇欣苗
村村南最平整的一片空地上，21
套养老“周转房”占据着该村最好
的“地段”，与村中的老宅子形成了
不小的反差。“周转房”的入住者均
为欣苗村搬离危房的五保老人、空
巢老人和特殊困难老人，王凤珠和
老伴便是其中的一户。

“假如7年前儿子没出事，家
里的老宅子估计早就翻（建）好
了。”对于搬入“周转房”养老，王凤
珠起初是抵触的。在当地，老人都
不愿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养育
了几代人的老宅子。

时间回拨到2014年1月，老人
的儿子在进行高空作业时失足坠
落，在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并欠下
十几万元外债后，依然不得不面对
高位瘫痪的命运。

2015年欣苗村启动危房改造
工作，政策帮扶之下，村里绝大多
数符合改造条件的危房均完成了
翻建，而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由
王凤珠和老伴住了一辈子的两间
土坯房，此时依然在风雨飘摇中诉
说着无奈。

“当时，儿子正在省城住院，一
住便是大半年，一家人实在是没有
精力，也没有能力去翻建老宅子。”
王凤珠和老伴将焦虑藏于心底，毕
竟人过古稀总要有个遮风挡雨的
落脚之地，如不能依托政策完成对
老宅子的翻建，将来老宅子真要是
塌了，住哪？

“后来，村‘两委’的干部来做
我们的（思想）工作，动员我们搬进
养老‘周转房’，承诺分给我们一户
单独的院子，我们老两口还是住在
一起。虽然我们从未住过宾馆，但
看电视上演的，现在就像天天住在
宾馆里一样。”已在此居住近三年
的王凤珠，仍有些激动地说。

“所”然之变

王凤珠所在的欣苗村共820
户2450口人，在沂源县西里镇是
大村，至2020年底实现全面脱贫
后，共有19户22名老人搬入了村
里的养老“周转房”。

虽人口不少，欣苗村的“底子”
却很薄，在过去的许多年间，当地
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苹果
和桃子的种植，单一的种植模式，
不仅造成了靠天吃饭的被动，也使
部分村民形成了思想上的惰性。

外界或很难理解养老“周转
房”给欣苗村带来的冲击和行为改
变，梳理受访村民的“只言片语”记
者发现，这片用于当地五保老人、
空巢老人和特殊困难老人的栖身
之所，其带来的改变，实则源于当
地村民已然看到的未来和希望。

在“周转房”解决了村中老人
的养老问题后，2020年9月，一个
投入专项扶贫资金450万元的果
蔬合作社项目在欣苗村成功落地，
不少年龄40岁左右的村民由此谋
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仅村民们
致富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许多
人的心性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照顾好养老‘周转房’里的老
人，是作为晚辈的我们不可推卸的
责任。同时，老人的当下便是我们
的未来，我们也理应言传身教，将
尊老这一美德传承给欣苗村的下
一代。”两端兼顾，村民李海香累并
快乐着。从自愿成立的“巾帼志愿
者服务队”队员到由政府购买服务
依托专业养老机构招聘的工作人
员，李海香将自己的大半精力放在
了养老“周转房”中老人的身上。

借助沂源县推行“特殊群体管
护”工作的相关政策，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通过招聘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对入住养老“周转房”
的老人和其他失能人群进行照顾，
从而实现落实脱贫工作的“一举两
得”，李海香只是众多受益者中的
一员。

如欣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明富所说，五保老人、空巢
老人和特殊困难老人，只需带着常
用衣物和简单的生活用品便可入
住养老“周转房”。不仅如此，“周
转房”里还统一配置了崭新的床、
橱子、桌子、沙发、电代煤空调等
设施。

有解之“法”

山村不同、情况有异，如何破
解山区百姓养老难的问题，无疑是
许多城市决策者无法绕开的话题。
在沂源县全域推广的养老“周转
房”，思路从何而来？该模式的背
后，又有着多大的现实“承载力”？

日前，通过在沂源县实地采访
调查记者了解到，沂源县集中建设
养老“周转房”起初是出于两个方
面的考虑：一是结合山村老人的思
想特点，年龄大了都不愿意离开自
己住了一辈子的地方；二是如果在
原址上建，不仅会导致居住分散不
便于管理，在老人去世后，因房子
再无人居住，投入的财政资金无法
实现长久续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17年，
经过实地调研，当时在推行危房改
造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是针对高龄
贫困老人的危房改造工作中，短短
几个月的时间便去世了十余名老
人，不仅去世的老人没有享受到回
迁新房的“福利”，同时还造成了专
项扶贫资金的浪费。

“发现上述矛盾问题后，县扶
贫办和县住建局立即向沂源县委
县政府进行了汇报，县委常委会研
究提出了集中建设养老‘周转房’
的解决办法。”沂源县农业农村局
党组书记、局长，扶贫办主任郑继
光说。

因此，2018年以来，为有效破
解各户在原宅基地分散改造，资
金、土地和房屋利用率低等问题，
沂源县创新工作思路，结合各村居
实际及群众改造意愿、贫困户性质
等因素，“一户一策”确定养老“周
转房”改造安置方式，充分利用废
弃宅基地、村集体闲置房屋、“周转
房”等公共资源进行集中安置。

“截至目前，沂源县通过建设
养老‘周转房’共安置贫困户612
户，该模式既保证了产权归集体所
有，又能随时根据房屋使用情况和
贫困群众申请情况，对住户进行动
态调整，保持周转房循环使用，确
保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
组书记、局长孙洪成说。

实地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沂
源县全域推广的养老“周转房”模
式，不仅有着个性化的地域特点，
更透视着区域决策层的智慧。集
中建设居住的形式思路，成功将房
屋和老人集中了起来，未来符合条
件的老人均可入住，集中居住还可
实现老人之间的互相照顾，进而解
决了独居老人无人照料的问题。

至此，在破解山区百姓养老难
的问题上，由沂源县创新推行的养
老“周转房”集中安置模式和危房
改造“六统一”模式，也因此获得了
国务院督查激励。

进“阶”之梦

在近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洪天云
表示，2021年是乡村振兴建设行
动全面启动的第一年，将继续把公
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放在农村。

那么，这些隐秘于沂源大山深
处、藏身在林水之间的山区个性养
老“周转房”，将如何实现进阶、提
档，完成提升山区百姓品质生活的
终极目标，又能否提供一个可实践
的“破题样本”？

调查中记者发现，随着养老产
业的快速发展，拥有优质自然资源
的地区已然成为投资者的“兵家必
争之地”，而优质康养项目落户沂
源山区，也早已不是期许。

目前，在沂源县南鲁山镇已经
有了受政策和当地秀美山水吸引
而来的康养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借
助当地原有企业遗留下的厂房，由
济南一所房地产公司对周边区域
进行规划建设，对厂房进行升级改
造，项目的启动也实现了当地对山
区养老产业的全新探索。

对此，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局长，扶贫办主任郑继光表
示，沂源县养老“周转房”模式的提
出，虽起初考虑更多的是让身处偏
远山村的五保老人、空巢老人和特
殊困难老人住上安全住房，但结合
沂源县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桑家
峪”模式之成功经验，养老“周转
房”在未来实现进一步的进阶、提
档，完全具备可行性。

日前，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溯易在接受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不仅是民生工程，
更是民心工程。

“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面对农村‘空心村’、空巢
老人和特殊困难群众等问题，沂源
县坚持有解思维，积极探索推行养
老‘周转房’，既有利于集约利用土
地资源，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是当
前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必须直面的
破题之作；也有利于关心、关爱老
年人等特殊群众，满足他们‘离家
不离村、离亲不离情’的愿望，是加
强乡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

如杨溯易所说，被赋予“淄博
智慧”的山区个性养老“周转房”，
蹚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姜涛

山区个性养老房
幸福路上的“淄博智慧”

至大山深处的隐秘
之地，于古朴村落的平坦
之处，一栋栋在工艺美学
设计上颇为考究的山区
个性养老“周转房”，虽使
人眼前一亮，却又能与当
地的自然风貌巧妙地融
为一体。

在此居住的皆为当
地的五保老人、空巢老人
和特殊困难老人，老人们
的经历折射着区域决策
层的智慧。

“虽然我们从来没住
过宾馆，但看电视上演
的，我们现在就像天天住
在宾馆里一样。”沂源县
74岁老人王凤珠说。

山村不同、情况有
异，破解山区百姓养老难
的问题是许多城市决策
者无法绕开的话题。在
淄博市沂源县全域推广
的山区养老“周转房”，思
路从何而来？该模式的
背后，又有着多大的现实

“承载力”？
在近日的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乡村振
兴局副局长洪天云表示，
2021年是乡村振兴建设
行动全面启动的第一年，
将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
的建设重点放在农村。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
隐秘于沂源大山深处、藏
身在林水之间的山区个
性养老“周转房”，未来将
如何实现进阶、提档，完
成提升山区百姓品质生
活的终极目标，提供一个
可实践的“破题样本”？

日前，大众日报淄博
融媒体中心记者赴淄博
市沂源县实地采访调查，
以期揭开山区个性养老

“周转房”里的秘密。

扫描“鲁中晨
报”APP二维码查
看更多内容

养老“周
转房”中配备
了家电和家
具。

沂源县
西里镇欣苗
村用于安置
五保老人 、
空巢老人和
特殊困难老
人 的 养 老

“周转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