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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南海“两会”期间，
南海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提交了《探索社区养老
新模式，解决“养老忧虑”困
局》提案，该提案被定为
2020年区长督办政协重点
提案。而在前天召开的
2020年区长督办政协重点
提案工作会上，南海区区长
顾耀辉也强调，选定一批养
老服务试点，研究差异化需
求的养老政策，加大养老专
业人才培育，守护“夕阳
红”。

社区是老年人的生活
家园，多数老人会选择在社
区居家养老，如何解决社区
养老的短板，各地也进行了
不少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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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不仅试点推出“适老化

改造”，全市多个社区根据老年人

身体、不同需求，均有推出针对性

的管理与服务方案，不仅让老年

人在原有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

中安享晚年，老人的情感需求也

能得到满足，逐步实现社区老年

人就近养老的愿望。

例如位于黄浦区的五里桥街

道萌志敬老院，一楼开设有社区

长者食堂，供应能力日均500客；

老西门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在内部开辟长者就餐区，并根据

老年人用餐习惯和营养需求，配

备营养均衡的高血糖餐和防“三

高”套餐。

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早在2008年就率先

在上海试点“心悦夕阳”为老服务

工程，经过12年的摸索，黄浦心

理咨询协会吸纳了近100名专业

会员及1000名志愿者加入，这之

中有中医、律师、教师、社工，都拥

有心理咨询师执照，在社区末梢

搭建危机预防，抚慰老人孤独的

心灵。

曹杨新村街道在片区设置有

老年日托中心，社区长者照顾之

家等服务项目，吸引大批老年忠

实“粉丝”。在梅岭南片区的日托

中心，老人们经常候着等开门，上

午和“老姐们”一起参加片区开设

的手工、编制等免费课程，中午在

楼下社区食堂用餐，下午在休息

室读书看报，闲话家常，傍晚家里

人下班，顺带将老人接回家。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推出的

“老吾老计划——家庭照护能力

提升项目”，为周家渡内长者提供

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

闲娱乐等日间托养服务，以健康

养护、心理疏导为核心内容，搭建

自我预防照顾体系，对困难家庭

提供居家照护入户指导服务。

这些遍布上海各区的网格化

综合管理服务片区向周边社区老

人提供长者照顾、亲子教育、卫生

健康、社区助餐等多个便民服务。

最近，家住上海市梅陇七村

的一对老夫妻很激动，他们申请

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就要开始动工

了，由适老化平台专业的评估人

员、施工方的设计人员、技术人员

等组成的评估团队在居委会的陪

同下，来到老人家中进行入户评

估，在评估过程中认真查看老人

的房屋现状、仔细了解老人的需

求，并为老人提供专业的装修建

议和咨询指导。

这是上海市为提升老年人居

家养老的安全性、便利性与舒适

性，今年在全市部分街道试点开

展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居室环境的

适老化改造，也是全国首个市场

化适老化改造项目。上海市还根

据老年人身体和不同需求，在社

区推出针对性的管理与服务方

案，逐步实现社区老年人就近养

老的愿望。

房屋适老化改造 养老不离社区

南京东路街道作为上海市首

批“适老化”改造的六个街道之一，

近年来，将适老化改造从室内扩

张到室外。一位老人指着一旁的

一个小花园说：“原来的花园堆满

了杂物，现在被清理干净，腾出公

共空间可以坐着聊天，路面铺平

了，还铺上了防滑地砖。”变化较大

的居民合用卫生间，可以看到全

新装修过的沐浴房和马桶间，墙

壁上不但有方便老人使用的安全

扶手、折叠椅，还有紧急呼叫报警

装置。老人一旦发生险情，可以

按动报警装置，走廊内便会铃声

大作，“喊”来家人和邻居。

据了解，试点街道内60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以家庭为单位，均

可通过“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和

“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改造服务

平台”申请，想改造的房屋需是自

有产权或者长期居住权，且房屋

地址需在试点街道辖区以内。

为了鼓励居民进行适老化改

造，上海市民政局还将针对特定

对象发放补贴。试点街道内的户

籍老人，申请适老化改造服务的，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老年人、低

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年满80周岁

且本人月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企

业月平均养老金的老年人，分别

按照 100%、80%、50%进行补

贴。

经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

评估具有二级以上照护等级的老

年人，以及经街道审核认定的无

子女、高龄独居或纯老家庭中的

老年人，按40%补贴。每户家庭

最高补贴不超过3000元，满足任

意一种情况都可享受补贴。

进入补贴范围内的适老化改

造服务与产品，按玄关、卫生间、厨

房、客厅、卧室、阳台、过道七大生

活场景进行分类，共有60余项产

品与服务供选择，涉及老年人居

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老年家庭还

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进行

定制化改造，把全屋或部分空间

适老翻新。

“适老化”改造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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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日托中心

此外，日本人深受中国儒家

思想影响，也有很多老人更愿意

在家养老由自己的家人照顾。

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的人均寿

命大幅延长，老龄人口增多，“老

老看护”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新

型养老模式。

“老老看护”是指老人在家

中由同属老人的家庭成员照顾，

比如六七十岁的老人照顾八九

十岁的父母。日本厚生劳动省

公布的2013年调查结果显示，

聘请上门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

的日本家庭仅为14.8%，更多

的家庭选择成员之间互相照

顾。据统计，日本被看护者和看

护者均超过65岁的家庭比例为

51.2%，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为25%，预计到2025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老

老看护”现象将成为日本养老的

主要模式。

与其他养老模式相比，“老

老看护”有诸多优点。比如，看

护者与被看护者长年生活在一

起，熟悉彼此的生活习惯，便于

照顾对方。有相关研究称，看护

者因为要照顾老人，不会感到生

活单调无聊，可有效降低认知障

碍症的发病率。对社会来说，

“老老看护”可以减少养老院及

护理人员的数量，减少政府对养

老设施的资金投入。但是，“老

老看护”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

题，看护者因常年照顾老人，承

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日本时有发生“老老看护”中，看

护方因为不堪压力，将被看护老

人杀害的悲剧。为此，日本各地

方政府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出

台了多项针对本地区内“老老看

护”家庭的优惠政策，从而减轻

家庭压力。比如，岛根县出云市

就对一些“老老看护”家庭发放

生活支援服务利用券，可用来购

买生活用品、聘请保洁人员等。

（综合经济日报、澎湃新闻、养老产业网）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沈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近日发

布《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的意见》，推动和支持物业服

务企业积极探索“物业服务+养老服务”

模式，切实增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

供给，更好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多样化

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着力破解高龄、

空巢、独居、失能老年人生活照料和长期

照护难题，促进家庭幸福、邻里和睦、社

区和谐。

《意见》要求，一是补齐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短板。包括盘活小区既有公共房

屋和设施，保障新建居住小区养老服务设

施达标，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点

和综合利用，推进居家社区适老化改造。

二是推行“物业服务＋养老服务”居家

社区养老模式。包括养老服务营收实行单

独核算，支持养老服务品牌化连锁化经营，

组建专业化养老服务队伍。

三是丰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包

括支持参与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开展

老年人营养服务和健康促进，发展社区助

老志愿服务，促进养老产业联动发展。

四是积极推进智慧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包括建设智慧养老信息平台，配置智

慧养老服务设施，丰富智慧养老服务形式，

创新智慧养老产品供给。

五是完善监督管理和激励扶持措施。

包括加强养老服务监管，规范养老服务收

费行为，拓宽养老服务融资渠道。

主推“小规模多机能”社区养老
作为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国

家，日本在养老方面的经验值得

中国借鉴。目前，日本的养老服

务已经在主推“小规模多机能的

社区养老”。此外，受儒家思想

影响，日本许多老人更愿意在家

养老，“老老看护”也成为日本社

会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其实日本现在并不主张盖

大型养老院，而是强调老人们在

自己的家中和社区中养老，与社

区互动。养老服务“多机能化”，

已成为一种趋势。社区养老院，

床位一般在20~30张，提供的

服务是“多机能”的：可以是24
小时的入住照顾，也可以是白天

的日托服务或居家上门服务。

据了解，在全日本，已经有

3.7万多所“老人日托”机构。

很多日托机构都针对老人的需

求提供特色服务。比如有一家

日托就强调，他们主要针对老年

男性，以器械技能训练为主要特

色。另一家日托强调，他们对失

智老人有独到经验；还有一家日

托所则同时拥有煲汤馆，为老人

提供有营养的煲汤。

苏州乐颐养老集团副总经

理姜东介绍，他去参观的一家日

本社区养老院就是坐落在居民

区内，并没有特别安置在郊外或

者交通不便的地带，这家养老院

只有72个长期床位和9个临时

短期床位，满员情况下也就81
人而已。但工作人员却有55
人，其中90%为“介护士”（即看

护人员），他们轮班24小时负责

老人的吃喝拉撒等生活杂务。

这家养老院里所有人都住

单间，每个单元内设有公共的

活动区域，供吃饭、休闲、活动

之用。养老院里有公共浴室，

有专人提供入浴服务，同时配

备了半躺着就能洗净全身的

“坐浴器”，以及方便老人进入

浴池的“泡澡升降机”。为了防

止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走失，

所有楼层的电梯都需要输入复

杂的密码后才能启动。住进这

样一家设施先进、服务细致入微

的养老院，个人承担的费用每月

只需大约5~6万日元，而实际每

人每月的成本平均大约38万日

元。之所以不会入不敷出，是因

为养老院可以从介护保险的理

赔机构获得资金。

“小规模多机能”社区养老模式值得借鉴

“老老看护”成为新型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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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发布《意见》推动探索“物业服务+养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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