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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是福建省麒
麟救援队最忙碌的季节。根
据往年，天气一热，收到的寻
人需求也最多，几乎占到全
年的40%。

7 月 21 日晚 11 点半左
右，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李
大爷在晋安区走失。家属报
警后，查看监控发现，李大爷
曾在三八路鹤林加油站短暂
出现，后来就在监控画面里
消失了。

那两日，福州的最高温达
36℃，老人已经在烈日下走了一
天一夜，却像蒸发了一样，没有任
何消息。家属心急如焚，赶紧向
福建省麒麟救援队寻求帮助。

救援队于 7 月 22 日 22:37 发
布搜救帖，队员颜承恩驾车熟络
地找到老人最后出现在监控画面
中的位置，根据老人的步频和体
能，判断老人不会走远。于是，他
沿着老人前进的方向搜索，22:50，
终于找到人。离家时，老人穿着
体面，找到时，他只剩黑色内裤和
拐杖，无力地躺在公交站的座椅
上，有些脱水，意识模糊。

2016年11月，福建省麒麟救
援队成立，后整合成立了省红十
字（麒麟）搜救队，主要承担自然
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搜
救任务、应急搜救业务知识和专
业技能培训等。

2017 年，麒麟搜救队寻人小
分队诞生。队长金丽芬告诉记
者，有两类人是他们搜寻的主要
对象，一是孩子，二是老人。六年
来，救援队搜寻了 800 多位走失
者，其中一半以上是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的老人。

据《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
皮书》测算，中国每年走失老人约
为50万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占
走失老人的最大比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叶钦勇教授告诉记者，阿尔
茨海默病病人的特征包括认
知减退、情感障碍、行为障碍
等，方向感缺失也是认知减
退的一大表现。如果出现走
失这一情况，表示他的病情
至少在中度。

为了防止老人再度走
失，队员会给家属提供一些

方法，比如，为老人定期拍生活
照，留存在手机里；不得不出门时，
佩戴识别身份的牌子、手环；身上
放置多个定位器，多重防护；穿鲜
艳的衣服，走失时容易辨认等等。

福建麒麟救援队 六年搜寻800位走失者
一半以上是阿尔茨海默病老人

麒麟救援队帮他（她）回家
项目获得2022年福建省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大赛金奖等诸多
奖项。图中为队长金丽芬

近年来，救援队的力量也在不断
扩充。金丽芬一度以走失人员的视
角思考，走失后会怎么做，路面上哪
些人员覆盖率高？她想到了保洁员
和公交司机群体。2019 年，麒麟救
援队联合福建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和公交运输管理部门，建立了两条寻
人专线，不断补齐寻人的真空地带。

搜救针对的是走失的老人，而社
会援助的大手可以提前展开，托住这
些人。

不少老人是在多次走失后才确
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家属直接
认为该病无药可医，放弃治疗。

叶钦勇说，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病
早期信号的识别亟待提升，规范的药
物治疗和康复锻炼可以延缓病情，减
少总体的医疗费用。

叶钦勇还建议，可以将脑健康或
认知筛查的项目等纳入老人的健康
体检。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
就发布《关于开展老年痴呆防治促进
行动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提
到，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为辖区内
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每年提供1次
认知功能初筛。

此外，老人需要陪伴，照护者的
压力也需要纾解，《通知》也提出，
可 以 建 立 老 年 痴 呆 防 治 服 务 网
络。比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
一些社区聚焦失能老人刚需，开始
尝试喘息服务。家庭可以把老人
送到机构短期托养，也可以由专业
机构的照护人员上门提供服务，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作为普通人，能做的就是把目光
“匀”一些出来，看到这个群体。

金丽芬在儿子上小学时就告诉
他，路上遇到疑似走失的老人可以多
留意，先把人留住，并根据老人提供
的线索通知家属，留不住可拨打
110。

在一次讲座上，一位学生问金丽
芬：“我的朋友圈里只有家人，这种转
发有用吗？”

金丽芬讲述了救援队一次耗时
最长的搜救：2019 年一位老人在福
州走丢。麒麟救援队多次响应，出
动救援均没有找到。两个多月后，
老人在南平一个乡镇的路上被好心
人发现，给救援队打了电话。事后，
队员复盘寻人信息的传播轨迹发
现，两个月间，这条信息从福州一直
扩散到其他地市，在福建人的朋友圈
不断传播。

金丽芬说：“你的家人一定会信
任你，帮你转发，你不知道他们背后
的力量，你要相信，你的每一次转发
都会照亮这些老人回家的路。”

作为走失的高危群体，老人
获得的关注却很微小。金丽芬
说，一个孩子走失往往有亲戚、朋
友、老师等几百个人一起找，但老
人走失，往往只有直系亲属在找。

搜救过程中的困难在于：大部
分老人没有带手机，无法联系；走
失时穿着干净，在人群中不显眼；
没有支付能力，小部分依靠公交
车，大部分是在路面上不停移动，
轨迹不清晰；基本没有防护能力。

最后一点，也让每次搜救充
满了紧迫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在走失后，由于各项生活能力降
低或丧失，死亡率非常高。一项

统计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老人走
失后死亡率高达10.47%，远高于
一般走失者死亡率3.1%。

对颜承恩来说，久久无法忘
记的是一个寻找失败的故事。

莆田的一家三口，老父亲在
福州住院，弥留之际，老母亲提出
要来照顾爱人最后一程，儿子起
初不答应，因为当时母亲已出现
轻微的老年痴呆。但拗不过老人
家，儿子最终带着母亲到了福
州。结果，母亲有一次一转眼就
不见踪影。儿子向麒麟救援队紧
急求助。

几天过去，一处工地发出异

味，人们才发现已经溺亡的老
人。不到一个星期，病榻上的父
亲也走了。

“不应该是这个结果，不应该
啊！”每次聊到这件事，颜承恩的
声调就高了起来，“这本来是一家
人最后的团聚时刻。这件事一直
提醒我们，要快些，再快些！”

为了不耽误搜救，队员们有
个不成文的规矩：365 天不喝
酒，24 小时手机开机；接收救援
信息的队员，手机电量从不低
于 50%；队员的随身包里面都常
备一件队服和防晒衣，以便随
时出勤。

□本报记者 陈坤
“一个孩子走失往往有亲戚、朋友、老师等几百个人一起找，但老人走失，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往往只有直系

亲属在找。”
一年之内，80岁的父亲两次走失，沈大哥（化名）觉得父亲老了，自己也老了。父亲第一次走失24小时后自己走回家，第二

次，倒在离家12公里的菜市场里，被好心人送到医院。那次，父亲在医院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根据资料，福建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1.10%，总计460万人，预计2025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我国65

岁以上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为5.6%。据此估算，在福建，超25万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而走失，是这类人群
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偌大的城市里，寻找一位走失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会面临哪些困难？家属需要获得哪些支持？如何防止这个
群体从缝隙里掉落？

今年10月是全国第14个“敬老月”。 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用我们的爱和行动去温暖每一个老年人的心
灵，让他们在晚年的岁月里能够安详、幸福。

夏天的寻人量占40%
一半以上老人有阿尔茨海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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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后死亡率为10.47%
“我们不是寻人，是救命！”

02

不断扩充力量
照亮老人的回家路

福建省麒麟救援队队员在出任务福建省麒麟救援队队员在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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