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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养老院里，混住、护工短缺和医疗缺位，把很多老人从对养老院专业、温馨的想象拉回了现实（详见本
报昨日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北京401家养老机构中，有186家民办养老院，占46.4%；目前全市共有养老床位6.9万张，
民政部门计划，截至2015年，全市养老床位总数达到11万张。目前仍有数万张床位的市场缺口。

巨大的市场潜力，这本该是民办养老院蓬勃发展的良机。但却有诸多仍待解开的结，束缚着它们前行的脚步。
城市中心区寸土寸金，民办养老院规划、用地不得不让位于商业价值；扶持政策多年未落实到位；失能、半失能老人
被公立养老机构所拒，只能辗转至此，随之而来的是高成本、高风险；当民办养老院的自身造血功能遭遇不可知的
未来，境遇如同“刀悬在头上”。

老之将至，民办养老院困局待破。（系列调查明日关注养老出路）

规划和土地“挡路”民办养老院
多项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失能、半失能老人辗转至此，增加运营成本和风险

北京第一家拥有用地
规划许可证的民办养老院，
是崔艳玲和家人开办的。

如今，这家养老院可能
要被迫搬家了。

尽 管 ，土 地 租 赁 合 同
2029年才到期。

搬家的原因，恰恰也是
因为规划。

【规划】
被规划掉的未来

向亦庄的规划部门
提出改造申请时，当值
人员说，“没让你们走
就不错了，还想盖新房
子，想什么呢！”

1998年，大兴区还叫大
兴县的时候，崔艳玲随婆婆
一起筹备这座养老院。

崔艳玲的婆婆原在民
政系统工作，曾兼任公办养
老院院长，她将那所公办院
做成了全国模范养老院。

婆婆赋闲在家后，家人
劝她再干点啥，她就认准了
养老院。

建 养 老 院 ，用 地 是 根
本，为了让养老院有个合法
的身份，她们办下了用地规划
许可证，这是有30多年的民政
经验的婆婆才能想到的。

大羊坊南村，12亩地，其
实是个池塘，四周堆满垃
圾，是泰福春老年公寓的
前身。

1999年1月，婆婆和大羊
坊南村签订用地协议，第一
年租金4万元，此后每年递
增5%。

婆婆将家里的车子房
子全部抵押出去，又找人拆
借，筹来150万元启动资金。
娘俩跑登记、盯施工、搞建
设，1999年7月1日，老年公寓
开张了，3个老人入住，接着
是32、53、78……

14年后，曾经少不更事
的崔艳玲已进不惑之年。
她早已接下婆婆的事业，成
为泰福春的管理者。去年，

她琢磨着盖一排新房——
由于地面塌陷，当年的房子
已成危房。

向亦庄的规划部门提
出改造申请时，当值人员
说，“没让你们走就不错了，
还想盖新房子，想什么呢！”
崔艳玲如遭冷水泼头。

她向大兴区规划部门
查证，得到的答复是，“新的
规划中，泰福春所在地是一
片公共绿地。”

崔艳玲手里的《土地规划
使用证书》将要成为废纸，“大
规划”规划掉了“小规划”。

北京市规划委大兴分
局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说，农
村土地是由村集体所有，村
委会具有规划土地作何用
途的权利。该人员同意一
种说法：养老院所用土地并
不是专项土地，只是租用村
集体土地使用。

有人告诉她，今年年底
前，泰福春就得被拆除。

3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
本想大展拳脚，危机却提前

17年降临。
崔艳玲害怕，王岩、辛文

夫妇的遭遇会在她这里重演。

【土地】
搬迁风波

各 方 势 力 卷 入 其
中：阻止探望、垃圾堵
门、投掷石块、停水停
电……养老院平静的生
活被接连打破。

辛文、王岩夫妇是嘉德
老年公寓的投资人。2005
年，两人以50万的价格卖掉
三环内的婚房，从高碑店乡
半壁店村租下12亩土地办
养老院。

开业后，乡政府和村委
会经常带着市区各部门领
导、外商来参观，“说是乡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一场搬迁风波，抹去了
“重要成果”。

2007年，半壁店村以拖

欠费用为由，试图中止与辛
文的合同。她已与村委会
签署的20年租地合同，距此
生效不到2年。

各方势力卷入其中：阻
止探望、垃圾堵门、投掷石
块、停水停电……养老院平
静的生活被接连打破。

冲突升级的背后，是每亩
土地租金从2万飞涨到15万。

“不能光为精神文明，
就不顾村民吃喝拉撒。作
为城中村的半壁店，5000多
名村民都没耕地，大部分村
收入是靠集体土地的商业
出租。嘉德老年公寓长期
拖欠高额费用，违反了合
同，村民很有意见，村委会
压力很大。”当时，半壁店村
委会主任吴昊这样说。

“欠费说”让王岩无法
接受，2007 年年初，老年公
寓曾筹措资金向村委会还
欠款，但村委会拒绝接受。

冷漠、过河拆桥，辛文
从回忆里拽出这些字眼。

也有让他感到温暖的。

“我哪儿也不去。要是
拆，就让铲车从我身上过。”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张大爷高
声说，来嘉德前他“侦查”过
十几家养老院，都不满意，嘉
德的平房、田园和护工的服
务留住了他，想在这儿安度
余生。“都是钱闹的，他们没
有老的一天吗？”。

角力持续了将近4年。
2010年，辛文与半壁店村各退
让一步，以地换地。嘉德老年
公寓向半壁店村东南侧少许
退避，这至少可以存活下去。

嘉德老年公寓与半壁店
村的博弈，谷全文看在眼里，感
同身受。2000年前后，这位昌
平区爱地颐养院院长，经历了
与嘉德几乎一样的土地纠纷。

谷全文认为，他和崔艳
玲、王岩的遭遇并非个案。
土地问题成了困扰北京地区
民营养老机构的最大难题，

“悬在头上的一把刀，不知道
这把刀什么时候会落下”。

民营养老机构的场地，更
多是由租赁而来。北京市区
地块近年的价格飞涨，让很多
民营养老机构不断远离市区，
影响了入住率。北大人口研
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养老
资源本就供不应求，低入住率
更加浪费了这些稀缺资源。

没根，是王岩们最大的
不安。与老人一样，养老院
经不起折腾，搬迁就意味着
从零开始、元气大伤。

【政策】
理想与现实

谷全文无数次找到
电力部门，“政策说的好
好的，为什么不给我们优
惠？”得到的答复是，“电
力归发改委管，民政部的
文件我们无法执行。”

为了扎根，辛文、王岩夫
妇努力修复着与半壁店村的
关系，但谈何容易。

查电表的师傅来了，“我
们四月份用电能优惠吗？”师
傅没回头，“我们听上头的。”

此前置换土地时，养老
院电卡没有和村委会更换。

根据规定，养老机构具
有福利性质，电费应该按居
民用电的价格收取。但嘉德
养老公寓的电费一直按非居
民用电的价格缴纳，去年只
电费一项，就交了40多万元。

惴惴不安的泰福春养老
院院长崔艳玲，同样拽着查电
表的师傅问，对方甩甩头走了。

2005年，民政部出台了
《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
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意见中
提及：社会办福利机构将享
受优惠地价，用水、用电、电
信业务也将全部享受政府的
优惠政策。

过去的七八年中，较真
的谷全文无数次找到电力部
门，“政策说的好好的，为什
么不给我们优惠？”

得到的答复是，“电力归
发改委管，民政部的文件我
们无法执行。”

今年2月初，北京市发改
委发布通知，4月1日，北京市
社会福利机构将享受和居民
相同优惠的水电气价格。这
意味着，原本每月3万多元的
电费，将下降一半。

“一年能省20万啊。”谷

全文掐手指头等着4月1日。
这一天，等了快10年。

可更多的养老院院长却
等得有点悲观，会不会依然

“政策是政策，现实是现实”？
据北京市政协社法委的

调研报告显示，尽管此前各
个层面出台了包括税收、水
电、燃气等多个面向养老机
构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执
行中因涉及多部门利益，除
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得
比较好以外，水、电、燃气等
方面未能落实。

去年，北京启动社会办
养老机构建设资金支持项
目，共下拨建设支持资金
3115.6万元，这些钱只流向
了6家社会办养老机构——
只有它们符合资助条件。

最新数据显示，北京401家
养老机构中，有186家属社会兴
办。这意味着，只有3%的民办
养老院获得这些资金的支持。

【风险】
失能老人的流向

崔艳玲觉得，公立
养老院在评级中一切都
由政府部门包办，民营
养老机构要想给自己个
身份，就要“拿钱砸”。

崔艳玲最近上火了，因
为正在进行的北京市养老服
务机构星级评定。

干了14年养老工作的
她，留心天气不好时多陪老
人聊聊天，留心对待护工“尊
重多过责备”，甚至留心给养
老院设置后门，为的是运送
离世老人的遗体“不让别的
老人看了难过”。

拿到高级社工证的崔艳
玲，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对
所带的护工队伍有信心，但

“给我的养老机构再添一个
星？没信心”。“公立养老院
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在这个
跑道上，我们很累。”

按规定，参与评级遵循
自愿原则。已是二星、自觉
已达三星标准的崔艳玲介
绍，申请升级需要第三方机
构 的 资 质 评 定 ，“ 至 少 3
个，得花很多钱。”

崔艳玲觉得，公立养老院
在评级中一切都由政府部门
包办，民营养老机构要想给自
己个身份，就要“拿钱砸”。

谷全文倒看得开，“就是
个星星，要不要不打紧。”在
相关政策难以落实的前提
下，他忧虑一个更严重的问
题：失能、半失能老人。

他想起一次业内聚会，
一家民办养老院院长接到电
话后，蹭地从饭桌边蹿起，“院
里出事了。”一位半失能老人，
喂着喂着饭，突然不行了。

之后是官司、诉讼、赔
偿，那一年，这家养老院遭遇
11起官司，绝大多数和失能、
半失能老人有关；无一例外，

“多多少少都要赔人钱。”
据记者调查，第一社会福

利院的老人中，不能自理的不
足三分之一；与之相邻的第五
社会福利院明确表示，“我们
不接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全市215家公办养老
机构中，随机拨通30个公办
养老机构的电话，除去远郊
区县的乡镇办敬老院，大多
数公立养老院、特别是市区

内街道所属的公立养老院，
都明确表示，不接收不能自
理的（老人）。

民办养老院情况恰恰相
反。昌平某养老院共收住116
名老人，完全能自理的不到30
人，需要护理的占全院人数的
四分之三。很多养老院失能、
半失能老人比例超过一半。

公办养老机构没有经营
压力，自然不愿意接收失能、
半失能老人，护理成本太

大。这些老人流离到民办养
老院，对于后者，收一个老人
就是一份钱，“要生存”。

高难度的护理也意味着
高风险，立法缺失，保险不到
位，谷全文不停挠头，“这风
险，难道我们活该承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
口学院副院长姚远教授分
析，长远来说，民营资本进入
养老机构是大势所趋，保障
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维护
他们的利益，各级政府部门
应该高度重视。长期不公平
竞争，会挫伤民营养老机构
的积极性；随之导致的高风
险，会加剧民营养老机构的
生存困境，“这问题不解决，
养老行业不可能健康发展。”

全国老龄委的调查数据
显示，目前，全国失能半失能
老人达3300万，其中完全失
能的老年人达到1100万人。
我国90%以上的民办养老机
构，是靠收取入住老人的服
务费维持日常运营。

“这里面存在巨大的矛
盾.”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
任阎青春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数量庞大的失能老人亟
需专业的护理服务，要完成
这一任务，公立养老机构做不
到，也不愿意做。如果民营养
老机构没有健康的发展环境，
势必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

【利润】
赚钱背后的担忧

不确定的未来。他
感觉自己和那些被遣散
的老人们，是另一种形
态的流浪者。

目视前方，再回回头，那

么多坎儿，为什么这些民办
养老院还在撑着？

“很多人会想，我们开养
老院是图什么。”40岁的崔艳
玲是个漂亮女人，说话并不
快，“我不说虚的，赚不赚
钱？肯定赚。”泰福春养老院
运营的13年，除了先期启动的
150万元，陆续投进养老院的
650万元“都是养老院自赚的”。

新的房屋、床位和设备，
每年不停升级改造，赚来的

钱又回到了养老院中，“卷在
里头，不由自主往前走。”

崔艳玲说，她所有赚的
钱就是泰福春这个院子，至
少值1000万。但院子搬不
走。如果不面临搬迁，租赁
合同到期后，崔艳玲几乎什
么都落不下。

谷全文特别想更换养老
院的陈旧设备，提升服务品
质，引进更先进的管理系统，
在这行摸爬了十几年，谷全
文懂老人。

但他更懂这行业。与他
同时起步的养老院一个个在
消失，拿了拆迁款，将老人就
地解散。被遣散的老人们，
辗转到存活下来的养老院。

“我有钱，有地方，有热
情，但是没时间了。”谷全文
不敢想2018年，距离他的爱
地颐养院走到下一个岔路口
还有6年。如果再下血本，一
旦续约失败，这么多年的付
出将留不下任何痕迹。

不确定的未来。他感觉
自己和那些被遣散的老人
们，是另一种形态的流浪者。

头顶的高压线太过密
匝 ，甚 至 阻 挡 了 鸟 儿 飞
过。一旁穿插而过的地铁
线延伸至王岩目力不及的
远方。

不远处的通惠河畔，5年
时间，仿古的会馆林立，如今
已是一片繁华。搬家后的养
老院，周围的工地依旧日夜
不停地作业，依旧有老人抱
怨夜里睡不好，养老院的墙
壁甚至因为旁边的建设开始
出现裂纹……

不过王岩最近不想考虑
这些，气温回升，春天来了。
王岩盘算着柳树抽芽的时候
带一些老人去河边看看。

因为那里，曾是他们的家。

3月18日，朝阳区高碑店，搬家后的嘉德老年公寓。一位老人在垒砌不严的砖墙边休息，墙后，是还没建成的老年公寓三期。

嘉德老年公寓的特护房内，一位老者趴在圆桌上睡着了。

1 申办组织具备法人资格；申办个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2 符合养老服务机构的设置规划。

3 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场所和设施；其中床位不得少

于 30 张，收养的老年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少于 5
平方米。

4 有与其规模和服务相适应的资金。

开办民办养老院所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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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泰福春老年公寓，墙上挂着年度先进老人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