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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生的最后旅程，是体面地度过，并且不
给家人太多负担？还是让一大家子围着团团
转、煎熬纠结？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正是考
虑到市民的普遍需求，今年，“建设 !"""张舒
缓疗护养老床位”再次列入上海市政府实事
项目。

然而，建设项目一旦牵涉到养老、舒缓疗
护、临终关怀这些字眼，往往会遭遇周边住
户抵制。年初至今，杨浦和浦东相继有两个
老年医院的建设计划遭到周围居民强烈反
对。人人都需要养老，人人都希望体面走完
人生路。养老床位屡遭建设难题，如此下去，
上海市民人生的最后一站，还能走得安宁吗？

养老床位建设
往往遭遇周边居民误解

今年，浦东新区拟在新场镇建一个综合
医疗卫生中心，包括浦东新区老年医院分院、
新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急救分站
等项目。不料，这一正常的配套工程，却在附
近一个小区引起了轩然大波。风波的关键是
其中的“老年医院”四个字。因为有业主在相
关政府网站上查询到，浦东新区老年医院是
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大家顿时坐不住了，各种
情况被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地散播开来，一个
融合多重功能的医疗综合体项目被“异化”为
拥有 !"""张床位的临终关怀医院。

业主们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取消
这一项目。区镇有关部门几次召集座谈会，力
图澄清误会，但情况却并不乐观。前来与会居
民代表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虽然大多是白
领，表现却很偏激，竟以自己“还很年轻，不会
生病，即使生病了也会去市区看病”为由，反
对在家门口建医疗机构。

这场风波并不偶然，在一些过来人眼中，
这甚至是养老床位建设所要面临的必然阻力。

同样在今年 #月，杨浦区的居民也正为
了营口路上一所商务楼改建为民办老年护理
院的项目公示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提出的反
对理由、以讹传讹的情况，与新场镇这一小区
业主几乎如出一辙。最后，这个项目以杨浦区
卫计委公示“不予受理”告终。

北京首家临终关怀医院
历经!次搬迁

位于北京的全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
松堂关怀医院尽管开办至今已有 #"余年，病
人涵盖老人至婴儿的各个年龄段，而且，刻意
避免在医院名称中使用“临终关怀”一词，仍
面临着难以得到周围社区认可的窘境，历经 $

次搬迁。
创办人李伟的心中至今有一道清晰的伤

疤，他沉重地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家
属和病人都要求我们搬迁到市区，!%%#年我
们第一次搬迁，计划从香山搬往三环附近的
城区，车刚停下，就被居民团团围住，他们说
坚决不能让‘死人医院’的老人下车，否则一
辈子发不了财，太晦气了！”央求之下，居民终
于同意老人下车在露天休息，然而，交涉 &小
时无果后，医院员工们只得流着眼泪，把老人
重新抬上车折返香山。

如今，尽管松堂医院周围没有出现“殡葬
一条街”，设在医院内的告别室也确保了周围
社区的宁静不被打扰，不收治传染病和精神病
人的规定，更杜绝了对居民的潜在安全风险。
然而，医院的选址依然无法满足家属“路近”的
要求，只能偏安于五环、六环间。对此，李伟十
分遗憾：“我国的传统是重视优生，却不重视优
死，更把死亡和濒临死亡视为晦气。”

当年从国外将临终关怀理念带回国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成文武教授是国内最
早提出和研究这一理念的医生之一。在发起
和推广终末期癌症患者临终心理关怀项目过
程中，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人比较忌讳谈
死亡，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连小孩子都看死亡
教育的绘本书籍。”他认为，中国的临终关怀
机构实在太稀缺，临终关怀的观念应该进一
步广泛普及，死亡教育课程应当尽快出现在
医学院校的课堂上，随后过渡到其他大专院
校，进而普及到社会教育领域，让社会各阶层
理解死亡，进而理解临终关怀。

营造温馨感
病人最后一程走得安详

为求证新场部分居民口中的种种担心是
否会成为现实，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处于风口
浪尖的浦东新区老年医院一探究竟。这家医
院位于宣桥镇，距离新场镇规划中的综合医
疗体约 '公里路程。有部分小区业主声称自

己曾来暗访，“病房里气氛很悲惨，门口都是
殡葬店，环境很差”。然而，这与记者实地所见
并不吻合。

从沪南公路张家桥路口进去，道路两侧
有许多村民的住宅和沿街商铺，午后的气氛
十分安宁，没有什么嘈杂声，沿街商铺主要是
饭店、水果店、杂货店，没有一家经营丧事生
意，唯一与医院有关的，是一家销售鲜花和成
人纸尿裤的商店。走进医院，院子中间是一个
小花园，只闻阵阵鸟鸣声，花园中的凉亭里，
有老人散坐聊天。走进病区，老人们有的在看
电视，有的在聊天，有的在走廊上压腿，还有
人在活动室里打麻将。医生护士不时查看老
人的情况，护工为老人喂饭、擦身等，老人们
神色安详，气氛宁静。

据医院人士介绍，目前医院约有 &""张
床位，其中为临终关怀预留了三五张床位，近
两年里，仅 !"余人次使用。

更需要指出的是，医院的临终关怀床位，
不仅不像外人所臆测的那样环境凄惨，反而，
因为病房里配备了沙发、冰箱、饮水机等，整体

氛围更接近家的感觉，这样既便于家属陪伴，
也能为病人的最后一程营造出回家的温馨感。

虽然浦东老年医院的实例就在眼前，但
仍有一些居民不接受。他们认为，眼下 &""张
床位与计划扩建的 !"""张床位，不在一个数
量级别上。近日，浦东新区各部门已多次在各
种场合表示，新场镇建设医疗综合体的规划，
始于 #""%年两区合并前，以浦东老年医院为
项目主体，是加快立项的需要。实际上，这一
地块的未来规划，是上海顶尖、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上海市康复医学中心，将委托上海
中医药大学管理运营，床位不超过 !"""张。

浦东新区卫计委人士指出，即使其中存
在老年护理和康复床位，也只是其中一部
分，更多的床位将用于开展神经康复、心肺
康复、骨伤康复、运动康复、言语康复等，覆
盖各个年龄层，可以辐射浦东全区，特别是
满足过去医疗资源比较匮乏的南片地区的
医疗需求。

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清楚，然
而，临终关怀的去妖魔化依然艰难。

遭遇社区住户反对!"!"""张舒缓疗护床位#实事项目犯难$$$

为何容不下一张临终关怀的床

! ! ! !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中心自 !%%'

年起探索安宁护理，是目前上海最大的
临终关怀中心，然而，目前的几十张床
位，压根无法满足病人需求。

$' 岁的朱阿姨流泪说往事：爱人
#"!!年以来因肺癌化疗 (次，最后被所
有医院拒绝，想去临汾医院，却始终排不
上队，最后是在家里疼死的。临汾医院的
一名医生也内疚地说，曾有一名老人跪
着为 #)岁的儿子求一张床位，他却无法
答应。而且，每次有了空床位，打电话给
排队者，十有八九会说病人已经“走”了。
这样的痛苦并非个别。
#"!#年 #月，市民秦岭在微博上给时

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
信，诉说癌症晚期的父亲屡次求医遭拒，
两天后，俞正声授权“上海发布”公开发表
回信。信中这样说：“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
你……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
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当年，推广临终
关怀进社区被列为市政府实事工程，并考
虑到人文关怀，定名为舒缓疗护。

#"!#年，上海在 !$个区县建设舒缓
疗护病床#*&张，#"!*年收治恶性肿瘤病
人 !&"*人，平均每人每天开支仅需 !)!+)&

元，有效减轻了病人及家属的压力，病人
和家属满意度 %%,。#"!&年，市政府实事
项目提出，在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老年护理院及社会办医疗机构中新建舒
缓疗护床位 !"""张，初步建立临终关怀
服务网络体系，三年内完成全覆盖。
然而，临终关怀仍然有巨大的需求

缺口。市卫计委基层卫生处《#"!#年上
海市政府实事舒缓疗护现状与发展》调
研显示，上海高龄老人临终关怀年需要
量为 )万人，还有 *万余人死于肿瘤，每
万人仅 "+#张床位，与欧美国家的每万
人拥有数十张床位的比例相差悬殊。
而对于养老床位建设的争议，那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传统”“避讳”，虽然理
由荒谬，却是无法回避的现状。如此看
来，想让人生安宁地走完最后一站，还需
要社会各界和所有市民的共同努力。

! 老年病人双手紧握护士和志愿者的手 临汾社区卫生中心供图

城市需要
!舒缓疗护"

! ! ! !生当如夏花之绚烂#逝应如秋叶之静美$

今年#!建设 !"""张舒缓疗护养老床位"再次列入上海
市政府实事项目$然而#好事多磨$年初至今#杨浦和浦东相
继有两个老年医院的建设计划遭到周围居民强烈反对$

对于养老床位建设的争议# 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 !传
统"!避讳"#虽然理由荒谬#却是无法回避的现状$ 如此看
来#想让人生安宁地走完最后一站#还需要社会各界和所有
市民的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孙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