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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周 洁 霍相博

人越老越需要照料，这其中，最基
本的莫过于一日三餐。

现实问题是，儿女工作忙，无法提
供一日三餐，老人因为腿脚不利索、记
性差等问题，做起饭来多有不便。不少
老人和其儿女，为一日三餐一筹莫展。

全国老龄办调查显示，四成多受访
老年人对“养老餐”有需求，这个比例高
居养老服务项目之首。

然而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尽管老年
人需求巨大，但很少能有送上门的口味
合适、价格适中的饭菜。送饭到家为啥这
么难？是什么让居家老人吃不上合口饭？

“饭菜贵了老人不买账，
太便宜了难以维持”

——养老餐一份多少钱
最合适？

“吃没吃？吃的啥？吃饱了吗？”每到
饭点，父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石家庄
市民王女士的“头疼事”。

王女士的父亲82岁、母亲78岁，老两
口单独住在石家庄市宝力小区。买菜太
远、做饭太累、刷碗太麻烦，俩人经常一次
做出两三天的饭来，顿顿吃剩饭凑合。

眼看父母日渐消瘦，王女士焦急万
分。“请保姆，舍不得；点外卖，又嫌太
贵……”办法想了很多，老人都不满意。

这不是个例，像王女士父母一样
的 60 周岁以上空巢老人，在全省有 700
多万。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需求旺盛，但
真正订养老餐的老人却并不多。究其原
因，主要是因为价格高。在街头随机采
访了20位老人，超八成希望老年餐定价
在10元左右，而目前一份外卖价格基本
在20元上下。

这与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
研究员侯建华调研结果也相吻合。侯建
华提供的数据显示，我省老年人口生活
来源以家庭供养为主，10 位老人中有 4
位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企业退休
人员的养老金每月大概2700元，让他们
每月拿出一半多的钱来吃饭，显然难以
承受。”

一方面老人消费能力有限；另一方
面，老年餐开办者也面临着利润难题。

11 月 10 日 11 时，记者来到省会爱
巢社区照护中心建通店“妈妈味道”社
区食堂，十几位老人正围在桌旁包饺
子，忙得不亦乐乎，“素饺子8块，肉饺子
10块，吃饱为止，挺划算的。”

“这是我们经过多年摸索总结出来
的经验，以互助的形式让老人轮流做
饭，既解决了部分老人吃饭问题，支出
也会缩减一部分。”河北爱巢养老集团
创始人张红雨坦言，即便如此，餐费也
仅能达到收支平衡。

一位多次试水养老食堂的负责人

曹总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厨师每
月工资5000元，一个工作人员每月工资
3000 元，再加上房租等，每月成本怎么
也要一万多元。一份饭定价 10 元，就按
能赚两元钱来算，想要回收成本每天至
少得卖出170份饭。”

“养老餐市场看似巨大，但起码目前
还没有盈利。”在侯建华看来，养老餐如
何解决盈利难题，是亟需破局的瓶颈。

采访中，大多数老年食堂举办者呼
吁政府补助扶持。对此，侯建华认为，养
老，政府有责任，但政府职责亦有边界，
要将政府职责、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有
机结合。可以按照“企业让一点、政府补
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办法

“众筹”。

“粥是甜的、菜是辣的，尝
了一口就不吃了”

——老年餐怎样才能合
“老年胃”？

张女士的母亲今年65岁，退休后一
直帮着张女士带孩子。自从今年 9 月张
女士的儿子去外地上大学，母亲好像又
一次“退了休”，独居在省会庄窠小区，
吃饭总凑合。

为了解决母亲吃饭问题，张女士曾
点过几次外卖，结果“小米南瓜粥是甜
的，凉拌土豆丝是辣的，尝了一口就不吃
了，最后还是母亲自己下了点儿挂面”。

什么样的老年餐才能合“老年胃”？
刚开始做老年餐时，张红雨认为是

“营养”。他在营养上下足了功夫，油焖
大虾、青椒炒肉、蒜蓉西蓝花、西红柿鸡
蛋汤，每天的菜谱荤素搭配，优质蛋白、
不饱和脂肪酸科学配置。可谁知，老人
们根本不买账，订饭者寥寥无几。

后来，他琢磨出了门道：应该是“家
常”。老人最懂老人心，这几年他探索让
有劳动能力的老人给老人们做饭，饭菜
口味、口感越来越合大家胃口，最多时

一天能订出七八十份饭，“没想到，一碗
最简单的热汤面，竟成为大多数老人的

‘心头好’。”
在开过多家老年食堂的曹总看来，

菜式还要变化多样，“大部分都是刚开
始红火，每天一两百人来吃，吃着吃着
大家就吃腻了，来的人越来越少。”

“既要软烂、热乎，又要低油、低盐、
低糖，还要求品种丰富。”采访中，一些
养老餐举办者道出了其中痛点，五花八
门的个性化需求，正是当下老年餐市场
的难点。

正因为如此，虽然老年人需求不小，
但社会餐饮企业涉足者很少。记者打开
外卖软件，以“老年餐”“老人餐”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均没有结果显示。随机采访
谷满天、祥和家常菜等五家饭店，也没有
一家店面专门经营“老人餐”。

“我们只有在顾客提出要求时，才
会注意烹饪时符合老年人的口味、口
感，单做老年餐的话需求少、成本高，难
以盈利。”管理人员坦言。

“小规模的老年食堂资金规模、厨
师水平都很有限，建议采取中央厨房模
式，通过规模化提升专业化，更多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曹总认为。

“如何让基数庞大的老年人吃上合
口饭菜，应该引起社会注意。”侯建华认
为，随着城市家庭的小型化和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老年人空巢和留守比例
还将持续增高。侯建华建议餐饮行业应
多考虑老年群体需求，在口味、口感上
适当向老年群体倾斜。

“送餐范围小、成本高，上
门入户风险难预计”

——“送餐上门”为啥送
不到？

高大妈今年74岁，由于年纪大爱忘
事，女儿把她送到小区楼下的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吃午饭，一个月餐费300元。

今年 9 月，全家搬到附近一个老旧
小区。小区里没有养老服务中心，从此
每天坐三站公交去吃午饭，成了高大妈
的日常。

“每天坐车我都要担惊受怕，如果
能把饭送到家门口就好了。”高大妈的
女儿时常打电话建议养老服务中心提
供送餐服务。

“打电话要求送餐的大多是空巢、
半失能老人。”“妈妈味道”社区食堂员
工徐汇告诉记者，“解决吃饭问题，对他
们来说是‘刚需’。”

然而现实情况是，送餐范围局限、
成本增加、风险增加等问题，制约着向
这些“刚需”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首先，老年人对于饭菜的温度很挑
剔。为了保证老年人能吃到及时、热乎
的饭菜，送餐员必须在开餐后一个小时
之内送餐入户，这就大大局限了送餐的
范围。

“增加人手的话经营成本就会增
加，为数不多的送餐需求与成本投入不
成正比。”一位从业人员坦言，他们曾和
外卖平台沟通联系，但最后因为配送费
等问题未达成共识。

“再就是风险，工作人员入户送饭，
承担的风险难以预计。”该从业人员坦
言，比如有些老人需要喂饭，需要扶着
上厕所，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危险，责
任划分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难题。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点餐用的
APP和小程序，对老人来说也很不方便。

“一个是流程问题，很多老人觉得麻烦；
另一个是支付问题，一些老人没有绑定
银行卡的习惯，建议采取传统的电话叫
餐方式。”侯建华建议。

“空巢、半失能、失能老人送餐上门
的需求很大，应在这方面加大服务。”侯
建华表示，现阶段我省养老服务供给体
系基本形成、服务设施建设取得全面突
破，今后应更加注重服务的提质求精，
努力做到服务与需求精准匹配。

送饭到家为啥这么难？
——居家养老三问（二）

日前，在爱
巢社区照护中
心建通店“妈妈
味 道”社 区 食
堂，老人们正围
在桌旁包饺子。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摄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今年 8 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教
育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红十字工作的通知》，要
求把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针对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积极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把学生健康知识、
急救知识，特别是将心肺复苏纳入教
育内容。目前，急救知识进入校园开展
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记者深入
我省多家高校进行了探访。

高校学生急救知识和技能匮乏

近日，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因心
脏骤停离世。近年来，无论是名人明星
还是普通百姓，因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的新闻频出，尤其是在高强度、高压力
的工作状态下，青壮年人群猝死的案
例时有发生，令人惋惜。

“目前我国院外心肺复苏抢救成功
率不高，与我们的心肺复苏术普及范围
和程度有关，如果接触心跳骤停患者的
第一目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救
治，患者的成活率将大大提高。”河北大
学护理学院教师谢秀君说。

据了解，心脏骤停是心血管病中的
“第一杀手”，大多数发生在家庭、办公
室、学校等医院外的场所。心脏骤停在
4分钟内进行正确有效的心肺复苏，患
者可能抢救成功，但这短短的4分钟恰
恰是医护人员无法及时赶到的时候。

为不断加大急救知识普及教育力
度，2017 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心肺复苏、
创伤救护等院前急救技能作为大学生

健康教育重要内容，提高自救与互救
能力。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高校学生
虽然在中小学阶段接受过急救安全教
育，但是内容分散、不够系统，急救知
识和技能依然普遍欠缺，有待加强。

“突然有人晕倒，怎么办？”“有人
知道黄金4分钟是什么吗？”谢秀君说，
每学期她开《急救知识与技术》课时，
都会首先向学生提问，但很少有人能
给出准确回答，“这学期我问有没有人
会心肺复苏术时，全班近 80 人中没有
一个人举手。”

“学生们的日常急救知识太匮乏
了。”谢秀君说，心源性猝死是大学生
群体中除车祸、溺水等意外事故外的
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提高他们的急救
知识和技能应该成为当前高校大学生
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

“学生们有很高的学习和施救意
愿，学校应该帮助学生在危急时刻敢
救、会救也能救。”谢秀君说。

补齐短板普及急救知识

“心肺复苏前要首先判断周围环
境是否安全，有条件者做好必要的自
我防护，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呼吸，
胸按压时注意双膝分开、与肩同宽，双
臂伸直、掌根叠加……”11 月 12 日 19
时，河北大学南院综合楼《急救知识与
技术》实训课上，谢秀君一边强调心肺
复苏要点，一边在人体模型前演示动
作，教室里座无虚席。

据介绍，这门选修课是专门针对
河北大学所有非医学专业开设，今年
的选课学生专业包括经济学、旅游管

理等 21 个不同专业类型，课程已经连
续开设7年。

目前课程一共 34 个课时，包括 17
个课时的理论课和 17 个课时的实训
课。谢秀君介绍，授课重点内容包括徒
手心肺复苏术，外伤急救技术以及一些
常见意外伤害如气管异物、溺水、触电、
烫伤、犬咬伤和家庭急救等急救常识。

谢秀君强调，心肺复苏术中对于
按压部位、按压方式、按压力度、按压
频率等都有相关要求，没有经过专业
培训，施救时可能无法起到急救效果
甚至造成伤害。

“如果此时此刻有人突然倒下，我
们应该如何处理？”课堂上，谢秀君还
特别增加讨论环节，帮助学生通过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增加学生处理
意外伤害时应急应变能力。

由于实施急救时没有专业背景支
撑带来的自信，在面临真实急救场景

时，人们往往出现犹豫和观望的情况，
甚至不知所措。但与未学习过急救知
识的学员相比，学习过急救知识的学
生，在面临紧急事件时会更加从容采
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然而，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像河北大学这样系统开设急
救课程的高校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缺少师资。

据了解，目前高校急救知识普及，
一般通过邀请校外医院临床专家或联
系当地红十字会组织，以讲座形式，入
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不仅需要解决谁来讲，还需考虑
在哪儿上、上什么。”不少高校教师表
示，把急救教育真正融入学校日常教学
当中形成连续性、规范化的教学，不能
流于形式，还应在课程设置、教学场所、
教学实验器具等方面提前进行规划，通
过整合现有资源，完善机制，因地制宜
开展好急救知识在校园的普及。

急救知识进校园 上好生命“必修课”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近日，很
多车主朋友收到由“河北交警”发送的“延
迟检车”短信，一些车主心存疑虑不知道
消息是否真实，担心自己的爱车“漏检”。

“这是真的。”11 月 23 日，石家庄市
公安交管局车管所宣教中心负责人熊新
渠介绍，11 月 20 日,公安部推出的 12 项
交管新举措开始落地实施。新规中，优化
了检验周期。对超过 6年不满 10年的非
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非营运
大型轿车，检验周期由每年检验 1 次放
宽至每两年检验1次。

特别要注意的是，车辆发生造成人
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或非法改装被依法处
罚的，仍按原规定周期检验。据介绍，新
措施推行首日，石家庄市就有 34782 辆

（7-9年）机动车享受到免检便利。
同时，私家车免检的范围扩大，将 6

年以内的7-9座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
车除外）、非营运大型轿车纳入免检范围。

免检不等于不检。熊新渠提醒，每两
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供
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凭证、车船税纳
税或者免税证明后，可以直接向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验标志，无需到
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此外，自车
辆出厂之日起，超过4年未办理注册登记
手续的，6年内仍按原规定上线检验。

在驾照申领方面，主要是放宽小型
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和优化大型客货车
驾驶证申领条件。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
车驾驶证的年龄上限由70周岁调整为不作限制，但对70周岁
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
测试。石家庄市此项业务统一在石家庄市车辆管理所第三分
所办理（地址：石家庄市红旗大街南三环外永寺路9号）。推行
首日，办理70周岁以上人员申领驾驶证业务2笔。

优化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申领条件。降低申请年龄，申
请大型客车、牵引车驾驶证的年龄下限由 26周岁、24周岁降
低至22周岁；申请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年龄上限由50周岁调
整至 60 周岁。同时，申请大中型客车驾驶证、牵引车驾驶证
的，增驾时间间隔缩短。

除了车辆年检和驾照申领，此次推出的 12项措施，还覆
盖了进一步扩大体检医疗机构范围、便利残疾人家庭共用车
辆、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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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桑珊）日
前，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
业校际联考承办院校已确定并
公布2021年各类别校际联考报
考公告，12月1日起陆续开始报
名，具体报考安排考生可查看报
考公告或直接咨询承办院校。

据了解，2021 年服装表演
类专业校际联考工作由河北科
技大学具体组织实施，报名时
间为 12 月 1 日 9:00 至 12 月 13
日 17:00。考生可登录河北科技
大学招生办公室网站进入“模
特报名”界面，按系统提示操
作。报名结果页将每日更新报
名结果，考生可登录查看。经审
核，报名成功后方可缴费，缴费
时间为 12 月 14 日 9:00 至 12 月
20日 17:00，报名成功考生须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工作。测
试时间为 12月 26日至 27日,拟
26 日测试全部男考生，27 日测
试全部女考生,如有调整,考点
将第一时间在网站通知公告栏
公布消息。

戏剧与影视学类、书法学

专业校际联考工作由河北大学
具体组织实施，12 月 7 日至 16
日考生可登录河北大学艺术类
专业测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缴
费。2021 年 1 月 9 日至 15 日，考
生通过网上报名系统直接打印
准 考 证 。书 法 学 测 试 时 间 为
2021年 1月 16日 14:30—17:30；
戏剧与影视学类测试时间为
2021年1月17日9:00—12:00。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校际
联考工作由河北地质大学组织
实施，报名时间为12月10日至
25日，考生登录河北地质大学普
通高考招生信息网“2021年艺术
报名考试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报
名。缴费时，考生可于12月27日
至30日微信扫描公布的二维码
直接进入个人缴费登录页面。已
缴费考生 2021 年 1 月 1 日 8:00
至2021年1月2日17:00，登录报
名系统预约专业测试时间。2021
年1月5日8:00至2021年1月7
日17:00，下载并打印准考证。专
业测试自2021年1月8日开始，
具体安排详见准考证。

我省高招艺术类专业校际联考
报名12月1日起陆续开始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东）
如何预防宝宝呛奶？婴幼儿心
肺复苏术怎样正确操作？近
日，“燕赵家政·河北福嫂”2020
级中专班开班，60 余名学员开
始在线学习。

今年以来，省妇联线上线
下相结合，举办了 7 期省级“燕
赵家政·河北福嫂”素质提升培
训班，共培训学员300余人。培
训期间，省妇联了解到，“河北
福嫂”们学历普遍偏低，对提高

家政技能和提升学历需求迫
切。为此，省妇联联合河北女
子职业技术学院，对有意愿提
升学历的“河北福嫂”免费开展
为期3年的成人中专学历教育。

课程主要采取线上直播方
式，教授家政学概论、服务行业
法律法规、家居保洁与布置、营
养配餐与烹饪、老年健康照护
技术、母婴照护技术等内容。学
员毕业考试合格后，将颁发成
人教育中专学历证书。

“燕赵家政·河北福嫂”
中专班开班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11月 28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新的医技病房综合楼正式
启用，这也是我省启用的首个
5G病房综合楼。

据介绍，该综合楼新设床位
1100 多张，拥有 66 个单间 ICU
病房，21间包括数字化和行为管
理系统的手术室，全新的电子可
调节病床。除了高精尖设备，5G
病房综合楼还配备了最新型5G
数字设备，实现了5G网络全覆

盖，搭建了三大5G专网，即医疗
专网、医疗边缘云、基于远程急
救的院外急救专网，其中5G医
疗边缘云可让医疗创新成为现
实，让远程手术、远程会诊、移
动医疗、手术示教等创新医疗
应用更加快捷。同时，在保障数
据安全性的基础上，不出医院就
可有效实现医疗健康大数据管
理，大幅降低医疗信息化成本，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
效、人性化的医疗健康服务。

我省首个5G病房综合楼
在河北医大一院启用

邯郸市
广平县滨河
小学的学生
在医护人员
的指导下学
习心肺复苏
知识。（资料
图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