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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关注6

爱祺乐：牧民进城养老新模式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明星”老人的幸福
85岁的玛吉格老人，是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的“明星”，

一是因为她是目前园区里年龄最大的老人，二是因为2014
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内蒙古调研时，曾经去她家慰问。如
今，习总书记慰问时的照片，挂满了家里的墙上，每每有客
人到访，玛吉格老人总要幸福地回忆当时的场景。

7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玛吉格老人的家中，老人盛装
等待我们。离锡林浩特市不远的宝力格苏木，是她和孩子们
放牧、生活的地方。由于孙辈在市里读书，玛吉格老人的小
儿子在锡林浩特市买了一套房子。秋冬季节，玛吉格老人一
般都在城里的楼房过。但是，楼层高下楼不便、与邻里不相
熟和语言不通，让玛吉格老人并不适应城市里的生活。

2015年，听说市里有了一个给牧区老人养老的社区，玛
吉格老人专门让儿子带她和老伴去看看。这一看，她和老伴
就喜欢上了这里，因为符合入住条件，玛吉格老人和老伴，
分得了一套房子。这个社区住了800多名像她一样从牧区来
的蒙古族老人，大家生活在一起，没有了城市的隔阂感。

现在，玛吉格老人在园区里生活的十分惬意。一日三餐
有园区的工作人员免费送过来，每周家政公司和志愿者们
会到家里打扫卫生。身体不舒服时，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能看
病。园区的工作人员经常会来家里看望她，嘘寒问暖，事无
巨细地帮她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住进园区后，孩子们也能将
她托付给工作人员照顾，放心地回牧区放牧。玛吉格老人告
诉记者，在这里，她生活得很幸福。

社区生活很丰富
7月18日，巴彦查干街道达布希勒特社区在爱祺乐牧民

养老园区举办巴彦查干街道达布希勒特社区第四届老年人
那达慕。这可是园区最隆重热闹的活动了，辖区的300余名
老人参加了本次那达慕，他们年龄从58岁到86岁不等。

7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园区时，这里正在热火朝天地
比赛中，台球、搓麻绳、蒙古象棋等比赛，紧张地进行着，参
赛选手们个个精神劲十足，摩拳擦掌，你追我赶。下午的摔
跤比赛是整个那达慕的尾声，也是最吸引观众的重头戏。很
多老人年轻时是摔跤手，虽然上了年纪，但还是对摔跤这项
充满力量挑战的运动跃跃欲试。

除了各项赛事现场人气火爆之外，蒙古族“五畜”展示
现场也格外抢镜。在展示现场，不仅有制作精美、造型各异
的蒙古族传统奶食品，也有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马绳、五
畜骨头雕刻品、毛毡等。

那达慕比赛结束后，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颁奖仪式。65
岁的扎布拉老人获得了羊拐比赛的第一名，有500元奖金。
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台球比赛，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去
年得了第一，今年发挥得不好得了第三名。这样的社区活动
经常举办，让老人们有了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也满足了他
们的精神需求。

除了这些定期举办的文体娱乐活动，园区里还有活动
中心、民族特色活动室、娱乐服务区等场所提供给老年人进
行日常娱乐。记者在爱祺乐活动中心看到，这里分为三个区
域：民族文化区、餐饮区和娱乐区。这里的歌舞排练厅里，身
着盛装的蒙古族老人们载歌载舞，正在排练民族舞。在民族
手工制作室，几位老奶奶正在制作烟袋，墙上展示着她们以
前做的各种精美的手工制品，如马鞍子、驼毛绳、民族服饰
等。

而在手工艺展示厅，所有展品不仅展示，还可以出售。
老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日用的茶具、餐具等手工艺品，还可
以将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进行出售。餐厅这几天正在装修
停业，平时，这里为老人们提供一日三餐，还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2017年，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被评选为全国养老典型案例。园区内居住的全部是来自牧区
的老人，这样一种价格低廉、集中养老的模式，实现了牧区老人医养结合、养老育幼的需求，为牧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
有相同风俗习惯、相同生产生活方式、相同语言环境的集体生活空间，使老年人的生活有照料、精神有慰藉……

牧区养老模式
新探索

锡林浩特市民政局局长唐贵举
告诉记者，2014年，锡林浩特市按
照“集中居住、养老育幼、政府扶持、
多元运作”的牧区养老服务模式，结
合实际探索牧区养老新道路，采取
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住房并轨运行
的办法，拿出495套廉租房作为牧区
老年人进城集中养老用房，拿出10
套商业用房作为养老服务用房，建
设了居家型的爱祺乐牧民养老园
区。园区总投资1.04亿元，总建筑面
积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990张。

早在园区建成之前，锡林浩特
市就已经在考虑如何给牧民养老。

“原来做过调研，征求牧民的意见，
在牧区建养老院，牧民们不愿意，说

‘和在蒙古包里住一样’，去城市养
老院又太贵。”唐贵举说，“所以我们
结合实际，打造了这么一个养老园
区。这种养老模式比较接地气，看孩
子看病都方便。”

目前锡林郭勒盟牧区人口20.5
万人，牧区60岁以上老年人3万人，
约占15%。过去，因家庭条件、进城
落户等多种因素困扰，牧民养老一
直延续着在牧区居家养老的传统习
俗，给牧民老年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的建设运营，
实现了由传统牧区养老向进城养老
的转变，大大降低了牧民进城养老
的成本。为牧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
有相同风俗习惯、相同生产生活方
式、相同语言环境的集体生活空间。
使老年人的生活有照料、精神有慰
藉，有力地促进了老年人身心健康。
同时，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也缓解
了老年人就医难的问题，促进了老
年人的健康养老。做到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使更多牧区老
人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园区采取了市场化的运作，按
照公建民营的养老政策，选择有实
力的企业注册成立民办非企业爱
祺乐牧民养老服务中心，承包经营
园区，负责日常运营管理。服务中
心与有入住意愿并符合条件的本
市苏木、镇老年人签订入住协议，
每户每月收费300元。政府提供政
策扶持，出资对园内的大型维修、
维护、运行进行补贴，并为入住园
区的低保户按照每平方米2元的标
准给予养老补贴，减轻入住牧民的
经济负担。

2015年，全区牧区养老现场会
作为参观点对园区进行了观摩。
2017年被选为全国养老典型案例并
作为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庆祝活动
的参观点……

忙碌的“大管家”
在园区里，跑前跑后最忙碌的人是爱祺乐养老服务中心主任高娃。她和丈夫

是园区服务的负责人。高娃开朗爽快，典型的蒙古族女人风风火火，能干干脆的性
格。18岁时，她就进入盟里的敬老院工作，有着多年民政行业工作的经验。后来，她
又负责经营锡林郭勒盟12349便民为老服务平台，还有着自己的家政服务中心。

2014年盟里打算办牧民养老园区时，找到了高娃，让她承担起经营园区的
责任。有着多年公益工作经验的高娃，决定接受这份邀请。几年的工作中，高娃
和老人们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老人们有什么事情都会去找她，每家的家庭情
况如何，老人有什么兴趣爱好，高娃都了如指掌。几户年龄大的老人是高娃重点
照顾的，隔三差五就要去家里看看。就像玛吉格老人爱吃蒙古包子，高娃就经常
在家包好包子给她送去。高娃说，园区就是个大家庭，在这里没有城市中社区那
样的陌生与疏离，这也是吸引很多老人的重要原因。

高娃告诉记者，公建民营的经营模式在爱祺乐运行顺畅。政府给养老服务
中心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还提供了部分公益性岗位。目前，服务中心有物业工
作人员16人、办公室工作人员9人、餐厅工作人员11人。园区内设有牧民综合服
务中心、卫生服务站、慈善超市、社区活动中心、牧民餐厅、代收代缴等服务设
施，形成了能够满足入住老年人衣、食、住、行、医疗、文化娱乐等多方面需求的
养老综合服务体系。园区在2014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这里已入住495户、
828名老年人，其中养老育幼158户，实现了70%苏木镇老年人进城养老。

爱祺乐，在蒙语中是“ 孝顺、照顾 ”的意思。这个牧民养老园区采取“集中
居住、分户生活”的模式，按照自愿、自理、自助原则，为牧区户籍老年人养老、育
幼、陪读、就医提供了便利。495户中，子女陪读的有100多户。为了方便接送孩
子，社区还在社区东门一侧专门建了一个蒙古族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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