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95.8万人，占全市
人口的14%，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我市已进入人
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

去年，我市建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86家，其中城
市区的52家已投入运营。然而，记者近日采访发现，
日间照料中心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镜头一 人气旺但场地狭小
8日下午，在位于涧西区天津路与景华路交叉口

附近的厂前一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内，20多名老人挤在
一个六七十平方米的活动室打麻将。“每天来活动室
的老人很多，来晚就没有位子了。”70 多岁的王大爷
说，这里中午、晚上管饭，和老伙伴们一起聊天、打牌，
心情很舒畅。由于活动室面积小，棋牌室、餐厅、阅览
室等都挤在一个地方。

“周一至周五，平均每天至少有 60 位老人来这
里，享受早八晚六的‘被照料’生活。”该中心负责人
李和颖说，有近一半的老人在这里吃午饭与晚饭。
而且由于日间照料中心较少，其他社区的不少老人
也来此娱乐。但受场地限制，休息室只有4张床可供
老人午休；除棋牌外，舞蹈、书法等活动因受场地限
制而无法开展。

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涧西区正在运营的17家日
间照料中心以及老城区同化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都
存在面积小、功能不健全等问题。

■镜头二 服务不完善致门庭冷落

8日9时许，位于六建职工医院内的临涧路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里空无一人，两间活动室内摆放着两张麻
将桌，桌上放有麻将、象棋、纸牌。“由于资金、人员短
缺，目前中心处于半运营状态。”该中心负责人说，周
一至周五活动室免费对外开放，但暂不能为老人提供
膳食、午休、保健等服务。

“把日间照料中心设置在医院里，让我们很不自
在。”正在听戏的李大爷说，他们不愿意到医院就
餐。

瀍河回族区华林办事处华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因位于地下室，环境差、配套设施不完善，门庭冷落。

■镜头三 少数处于不运营状态
8日上午，位于老城区东北隅办事处二楼的治安

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大门紧锁。记者采访发现，该中
心经常处于不运营状态。

东都医院养护日间照料中心位于瀍河回族区东
都医院3楼，该中心与医院的病房混在一起，工作人员
由护士兼任，唯一的活动室也锁着门。“我们暂时不接
收日托型老人，患病老人可常年包床，每张床每月
1500元至2000元。”工作人员说。

义勇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位于市第二商业医院
一楼西侧，3 间小房间分别放置有 2 张自动麻将桌、3
张床和几套小桌椅，狭窄的走廊上摆放了 4 张餐桌。

“该日间照料中心是社区和医院合办的，暂不对外运
营。”该中心一工作人员说。

现状 冷热不均，各自面临问题

位于天津路与景华路交叉口的厂前一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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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按照国家、省老龄事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着力建设以居家养老为基
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和“9073”（即90%的老年人依靠居家养老，7%
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养老服务格局的要求。

《意见》提出，从2013年开始，利用3年时间，我市
将建立健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在所有社区建成
日间照料中心，建成覆盖全市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今年我市计划新建日间照料中心100家。

市民政局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刚出台的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管理办法》，将日间照料中心的申
请设立许可也纳入到该办法的管理中，今后新建的日

间照料中心将会更加规范。
另外，发展日间照料中心，需要资金支持。
目前，经验收符合项目实施标准且运行满3个月

的日间照料中心，根据项目规模和实际运行情况，政
府给予出资方5万元至20万元的一次性开办补助；水
电气暖和服务耗材等日常费用，按服务用房的面积每
月给予每平方米10元的运营补贴。

除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外，还应积极吸取民间资
本，通过社会组织或企业，引入市场化的管理机制。

此外，社区要加强宣传，积极引导，转变人们的养
老观念，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日间照料这种养老模式
的优越性。同时，可借助社会志愿者力量，在日间照料
中心开展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法律援助、文化娱
乐等多方面的经常性服务，帮助其健康运转。

“白天入托接受照顾和参与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这种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新模式——日间照料中心，去年在我市已建成86家，其中城市
区已有52家投入运营。然而，记者近日走访部分日间照料中心发现，有的

“供不应求”，有的门庭冷落甚至大门紧锁。为何出现冷热不均？哪些原因
制约了其发展？处于尴尬境地的日间照料中心又该如何“破冰”？

“目前各城市区正在运营中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普遍存在用房紧张等问题，在医院开办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效果不太理想。”市民政局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说，
为加快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养老服务站点建设，去年
以来，我市出台了不少扶持措施，但是由于缺少强制
性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和用房审批，部分社区缺
少养老服务用房。

去年，我市出台的《关于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还对
日间照料中心的用房面积做出明确要求：社区老年
人口数量分别在 500 人以下、501 人至 1000 人和
1001 人以上的，服务用房面积应分别不低于 200 平
方米、300 平方米和 400 平方米。日间照料中心要逐
步增加服务功能区域，基本实现“六有”（有休息室、
有餐厅、有保健室、有阅览室、有多功能活动室、有
办公室）。

“目前绝大多数日间照料中心都不达标。”涧西

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赵国华说，以厂前一社区为
例，该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3000多人，按照相关
要求服务用房面积至少在400平方米以上，但实际用
房面积约有200平方米，而且缺少暖气、天然气等配套
设施。另外，一些社区提供的用房虽然面积达到标准，
但是布局不合理，位置偏僻，远离老人居住区，难以满
足老人需求。

不少城市区的日间照料中心不愿民间资本注入，
也致使日间照料中心遭遇尴尬。目前除涧西区、西工
区的日间照料中心采用的是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的
市场化运营方式外，其他城市区多数由街道办事处或
社区运营。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不少城市区的日
间照料中心沦为“样子工程”。

另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不少日间照料中心“无
人问津”，主要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一些老人不
太接受这种“幼儿园式”的管理模式，有的则是老人认
可而子女反对。

对策 政府搭台，引入市场机制

瓶颈 用房紧张，设施也不完善

日间照料中心

如何成为老人第二个家

在郭振亚家里的一个木柜子里，存放了近百件与二里头
文化相关的石器、陶器、骨器等残品，其中既包括新石器时代
的石铲、石斧，还有陶杯、陶盉（hé）的残把，骨凿、骨镞、骨簪
等。

郭振亚说，这些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都是他在田地里
捡到的，虽然几乎没有经济价值，但件件都是二里头文化
的见证，摸着他们，感觉在与3800年前的老祖先对话。

郭振亚的书柜里，摆满了考古学方面的书籍，其中还
有多年来自己手抄的读书笔记。

看到生活在二里头遗址的现代人竟然不了解脚下的

历史，在央视十套《读书》栏目录制完节目回来，郭振亚就
开始盘算着一件“大事”：在家里建一个微型博物馆，把多
年来自己拾到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器物残片进行集中展
示，让村民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多么辉煌。

“华夏文明的根在这里，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我们生活
在这里是一种荣耀，所以传播二里头文化是我的义务和责
任。”郭振亚说。

乐此不疲，义务传播华夏文明

普通农民郭振亚，做了许多不普通的事，他的愿望是——

终生义务传播二里头文化
本报记者 常书香 特约记者 郭汀喜 文/图

在发掘出二里头遗址首件
青铜礼器后，主动上缴国家；为
研究脚下这片土地的古老文明，
他和众多考古学家结下深厚情
谊，写下读书笔记 20 余本；为弘
扬二里头文化，他计划筹办微型
家庭博物馆，展出多年来收集的
二里头器物残片，义务讲述华夏
文明史。他就是 63 岁的偃师市
翟镇镇圪当头村村民郭振亚。

聊起上月月底去北京录制节目，郭振亚不好意思地笑了。
4月16日上午，郭振亚家的固定电话突然响起，对方

称自己是央视十套《读书》栏目编导谢晶，想请他去北京录
制节目，郭振亚一听，啥话没回直接把对方电话撂了。

当日下午3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二
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打来电话说，因自己的《何以中国——
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出版，央视邀请他做客《读书》
频道，让其找个当地村民做副嘉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郭
振亚。说完，郭振亚才恍然大悟，原来上午被自己挂断的并
不是诈骗电话。

《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描述了

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对周边文明的广域辐射，将二里头
展示在公众面前，将“最早的中国”推到世界面前。

圪当头村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北依邙山而背
靠黄河，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古老村落。闻名世界的二里头
文化遗址，就在该村及相邻的二里头、四角楼等村境内，自
20世纪50年代始，经我国三代考古专家长期不懈的发掘
和研究，二里头遗址已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距
今大约3800年，被誉为“中华第一王都”。

“以前央视拍大型纪录片《天地洛阳》时曾采访过我，这
次虽然是做副嘉宾，但也很开心。”郭振亚说，在节目录制现
场，他讲述了与考古工作队一起探究二里头文化的往事。

做客央视，讲述与二里头的不解之缘

在郭振亚的记忆里，儿时村子经常来一些背着帆布
兜、戴着草帽的神秘客人，他们住在村里，整天手拿小铲子
在田地里捣鼓。郭振亚很好奇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就主动
和人家搭讪，对方回答说他们在找一座城。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就此拉开了二里头
遗址50余年的考古发掘历程。

郭振亚后来才知道，这些神秘客人中有中国著名社会
学家李景汉、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酉生、考古学家殷玮
章、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等。因为勤学好问，
他很受考古学家的喜欢，尤其是二里头首任考古工作站站
长赵芝荃不但给他一些专业书籍，闲暇时还给他讲考古知
识。

1973年春，在生产队当会计的郭振亚带着村民在田
地里栽红薯苗，没想到一铁锨翻出了件硬硬的东西，剥去
泥土，原来是一件青铜器。他隐隐觉得这是个宝贝，就赶
紧送给赵芝荃看。

“没想到他们看到东西高兴坏了，问我在哪儿发现的，
怎么发现的，说这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第一个青铜礼器，
他们这些‘正规军’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没想到被我这
个‘土八路’发现了。”郭振亚回忆，当时考古队给他1.5元
作为奖励，相当于年轻劳力三天挣的工分。

正是从那天开始，为保护二里头文物不被破坏或流
失，郭振亚开始留意田野里挖出来的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
器物残片；村里每每遇到丧葬，他都会到墓地现场去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有家人办丧事，挖到一个贵族墓，
里面有件带绿松石的青铜器，因怕工作队得知后阻挠丧
事，就故意拍碎并扔掉。郭振亚看到后，赶紧把碎片捡起
来用报纸包好送给考古队，后被拿到北京进行复原后被认
定为一件普通青铜器。

“论资历，郭振亚与二里头文化结缘的时间比我还长，
他捡到的东西，只要我们认为有历史价值，不用开口，他就
会送给我们。”许宏说。

一锨下去，挖出二里头遗址首件青铜礼器

去年，我市共建成86家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其中城市区有52家已投入
运营，但其人气冷热不均——

日间照料中心

本报记者 戈晓芳 见习记者 李冰 朱艳艳 文/图

郭振亚介绍新石器时代的石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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