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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上午，胶州市华福润敬老
院的十多名老人结伴走进菜园，从地里
采摘了豆角、茄子和黄瓜，然后送到伙房
由厨师做成可口的午饭，这是生活在这
里的老人们日常的一天。在占地近40亩
的敬老院，有15亩的菜园果园，这里的
老人们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参与菜园
果园的打理，过上宁静悠闲的乡村生活。
因为向往这种田园式晚年生活，来自青
岛市区、外地的很多老人慕名来到这里。
日前，青岛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养老
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到探索建
立“市民农庄+养老养生”服务新模式，
做好“市民下乡、服务进村”田园式养老。
记者采访了解到，市民政局正根据各地
不同情况，总结这一服务新模式，与农委
等多部门对接，进行研究指导，重点发展
推广田园式养老，对于获得许可的养老
单位进行政策扶持。

退休老厂长
向往田园生活

从G22高速营海口下高速再行驶
约5分钟，就来到了位于胶州市九龙街
道的胶州市华福润敬老院。每周，76岁
的吕永功老人的家人，都会开车从市区
沿着这条路来敬老院看望老父亲。吕永
功家住市北区，退休前是一家刺绣厂的
厂长。退休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吕永
功老人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
生活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老伴还在家里
给子女带孩子脱不开身，吕永功就到处打
听有没有类似的养老院，先自己去体验一
把归隐田间的生活。之所以找养老院，是
因为有人照顾家人可以放心。去年，吕永
功偶然打听到了位于胶州市的这家敬老
院，过来考察了一下，发现是医养结合的
养老院，而且跟他设想的田园生活“一个
样儿”，当即就决定住这里了。
8月16日上午，吕永功老人与楼上的

老伙伴们一起，说说笑笑来到位于敬老院
内的菜园里。敬老院占地约40亩，绿化率
达60%以上。一路上蝉鸣鸟叫，颇有宁静
悠闲的乡村意境。穿过一座凉亭，就来到
了华福润有机蔬菜园。菜园中央是硬化的
两条石板路径，小路中央种植的是韭菜，
小路两侧分布是郁郁葱葱的蔬菜，有豆
角、黄瓜、茄子、秋葵、西红柿、大葱等。“这
茬豆角又长长了，多摘点回去让伙房给我
们包包子吃。”老人们一来到菜园，立马下
地采摘起来。“看我这根豆角这么长！”“老
李，你身后的那根黄瓜也好摘了”……大
家边采摘边说笑，脸上写满幸福。

没事就去果园菜园
拔草采摘

吕永功老人摘了一根黄瓜，用手擦
了擦吃了起来。“这个黄瓜口感很鲜，市
场上绝对买不到，都是不打药的，有机绿
色黄瓜。”他像这片菜园的主人一样，向
记者推荐起菜园的黄瓜。吕永功说，这个
菜园里几乎每种蔬菜他们都见证了从种
植到收获的过程。“年纪大了，我们不能

亲自去种，但是可以帮忙拔拔草。成熟了
之后，采摘就全由我们包了。”
吕永功老人每天除了打打门球、跳

跳回春保健操，只要天气好，都会到这里
来转转。有时候拔拔草、捉捉虫子，累了
就随手摘个黄瓜或者西红柿，坐在凉亭
里边吃边看着这片丰收的菜园，“很惬
意，这就是我想要过的晚年生活。”
据胶州市华福润敬老院院长李荟介

绍，菜园里几乎每个季节都有蔬菜可以
采摘，只要是行动方便的老人，都非常喜
欢来这里采摘。采摘后，蔬菜会统一送到
厨房，由厨师做成可口的饭菜。敬老院刚
开始启用的时候，还组织老人亲自种植，
后来担心老人们年纪大了，在劳作过程
中有所闪失，就不再组织了，不过拔草、
采摘这些轻快活，老人们都很乐意干。
“因为整个种植采摘过程他们都参与了，
所以老人们都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有
的老人的亲戚朋友来看他们，也喜欢带
他们来这里参观，走的时候甚至给亲戚
朋友带上点，我们也不阻拦。”李荟说。
在菜园的南侧，是一片果园，这里种

植有桃树、樱桃树、李子树、山楂树、苹果
树、梨树、杏树、柿子树以及葡萄树。“想
吃啥水果，这里都有，摘下来就能吃。”老
人们笑着说。而在菜园的北侧，还有一个
猪圈和养鸡场，猪圈里饲养着15头猪，
鸡散养在院子里，吃的是老人们喂的蔬
菜叶子和玉米。

空气新鲜
避开拥挤远离喧嚣

吕永功老家在平度农村，9岁至14
岁，他短暂地在老家生活过5年。家人是
地道的农民，过得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虽然在农村里生活的时间不长，
但那种宁静悠闲的乡村生活已经深深地
烙在他的记忆里。“这种田园乡村生活，
是住在城市楼房中绝对享受不到的。田
园风光秀美，环境宜人，空气新鲜，还能
避开拥挤，远离喧嚣，对老年人有延年益
寿的作用。”这是吕永功告别城市生活，
来到离家50公里外的胶州养老的主要
原因。他和另一位老人共同住在一间两
人间里，每月费用总共1700元。吕永功
算了一笔账，这1700元中，包含了每月
的伙食费700元，平均每天才23元，“午
饭四个热菜晚饭3个热菜，凉菜自助，在

城市里一顿都不止这个钱呢。”此外，包
含了住宿费600元、服务费299元等。无
论是环境还是价格，吕永功认为这种在
郊区的田园式养老都是最佳选择。
华福润敬老院目前共有床位约500

张，已经住满了老人。这些老人中，有胶
州当地的，也有青岛市区的，还有济南、
潍坊等省内城市的，更有来自上海、吉林
等省外城市的。85岁的李桂芳老人来自
青岛市区，老伴去世之后，为了不给子女
添麻烦，她主动提出入住养老院。“一开
始在青岛市区的一家养老院住了3年，
那里条件也很好。不过后来听说这里环
境好，过得像田园生活，就过来看了看，
一看就喜欢上了，两年前搬到这里来
了。”李桂芳说，她过了一辈子上楼下楼
的生活，第一次觉得这么自由，“活动空
间太开阔了，早上我先去敬老院里的公
园里遛遛弯喂喂鱼，然后打麻将扭秧歌，
去菜园果园里遛遛，吃的都是新鲜的蔬
菜水果。最重要的是，生病了这里也有诊
所，还是医保定点单位，看病很方便。”

田园综合体加入
养老养生功能

刘元刚是华福润敬老院的总经理，
整个敬老院是他2013年投资建设的。刘
元刚也崇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田园生活，当时建养老院的时候，他就
提出了打造田园式养老院的构想。“人老
了都有落叶归根的情结，想归隐田间，所
以我想办一个接地气的敬老院，哪怕只
有一亩果园一亩菜园，也能给老人充足
的活动空间和田间劳作的体验。当然，最
重要的是要有医疗配套，让老人住得放
心。”刘元刚说，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对
的，因为越来越多的老人被田园生活吸
引过来。眼看着床位供不应求，刘元刚又
买下了100亩地，作为敬老院的二期，目
前已经立项。“二期我准备把田园式养老
做得更好，其中拿出50亩来打造田园综
合体。”
在莱西，也有人看到了田园式养老

的前景。位于莱西市店埠镇天井山村东
的山后韭菜生态休闲农业园 (山后人
家)，占地 2000余亩地，集绿色蔬果种
植、生态畜禽养殖、餐饮住宿、休闲采摘、
农业观光、军事拓展、会议培训和乡村体
验为一体。这里有农耕文化博物馆、国防

教育基地、开心牧场、QQ农场、手工体
验馆、乡村游乐场、特色农家菜、采摘、垂
钓和住宿等。负责人赵新德告诉记者，他
们目前正在探索打造田园式养老的服务
模式。“我们打算利用一到两年的时间，
建一批老年公寓，配套社区医疗，在现有
的基础上打造养老养生服务。”赵新德设
想，入住的老人们可以用在田间劳作的
时间代替部分入住费用，一举多得。作为
先行探索，目前山后人家正在制定老年
人深度游，“就在我们休闲农业园里住上
七天，可以游览观光，也可以采摘劳作，
看看市场如何。”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

处处长董新民介绍，此次青岛市出台《关
于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
见》，首次提到探索建立“市民农庄+养
老养生”服务新模式，做好“市民下乡、服
务进村”田园式养老。什么是田园式养
老？董新民说，就是把田园综合体加入养
老养生功能，而田园综合体这一概念，即
来自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
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收益、集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田园式养老，必须包含旅游、
养生、休闲、种植等，既能让老年人能回
归田园，也是解决农村和城市产业资源
不匹配的重要手段，让城市资源向农村
流动。”董新民说，目前青岛还没有一家
申报田园式养老的单位，市民政局将与
市农委、市发改委等多部门进行对接研
究，下一步将推广田园式养老模式，对于
符合田园式养老的单位，颁发养老许可
证，并给予政策支持。

一名退休老厂长的田园生活
记者探访胶州一家田园式敬老院，老人们可在果园菜园拔草采摘

老人
展示自己
采摘的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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