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业者认为，“老幼共托”新模式打

破固有隔阂，实现“一老一小”资源共享

与代际交流，是对既有社会服务与照护

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积极应对我国人

口发展新形势的务实举措。

“从幼儿园转为‘托老所’并不简单，

二者虽有共通之处，但功能仍有不同，需

要持续创新，进行精细化管理。”于波说，

眼下老幼一体化试点刚刚起步，仍需在

实践中总结经验，持续优化方法。

为促进“老幼共托”新模式健康发

展，业内人士建议，要加快完善制度建

设，针对养老托育融合服务体系的规划、

建设、保障、监管等制定政策、设置体系

标准，明确各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

有专家表示，在不少幼儿园关停、幼

师面临职业转型的当下，应结合行业发

展动态，整合医疗、养老和教育资源，优

化学校专业课程设置，通过开展教育培

养、职业培训、深化校企合作等方式，培

育更多“护理+托育”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满足“老幼共托”模式推广和发展的需

求。

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祝晓书

等受访专家也提出，要进一步平衡老幼

需求，提升创新能力。比如，优化“老幼

共托”场所的空间设置和代际互动活动

设计，注重多功能性和灵活性，确保设施

和服务满足不同个体的多样化诉求。

此外，可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评估反

馈机制，定期收集老年人、儿童及其家属

的意见，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引

入数字化、智慧化服务，精准匹配老幼群

体需求与供给，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推动

社区参与共建，提升服务的多样性和便

捷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挑战。目前，我国的养老方式主要
有三种：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和老年人的需求的多样化，这些传统的养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
期望和选择。因此，一些新型的养老模式也应运而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综合新华社、中国经济网）

整理/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沈煜

一处设计温馨的现代化园区内，在

孩童的欢声笑语中，老人们聊天、散步，

怡然自得……像这样“一老一小”和谐共

处的“老幼共托”新场景，在一些城市越

来越多。

当前，不少幼儿园遭遇“入园难”变

“招生荒”的经营困境。部分民营幼儿园

瞄准养老服务，“老本行”和“新趋势”一

起抓，“老幼共托”应运而生，也成为解决

“一老一小”照护难题的新答案。

“老幼共托”模式渐兴

从去年开始，招生越来越难，

经营着11家幼儿园的小金牛教育

集团董事长于波不停思考出路。

“我想过直接关门，但手底下还有

300多个员工，最长的跟着我们干

了21年。”于波说，他得“活下去”。

多番考量后，于波决定转型

做养老机构。5月下旬，位于山东

济宁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正式

运营。上午养生休闲，下午书法

绘画……老人和孩子一样有了

“课程表”。

“运营以来，已有60多名老

人加入‘托老所’。”小金牛教育集

团总园长崔瑾说，进园后右转是

幼儿园，左转是“托老所”，老人和

孩子在同一空间活动，“托老所”

提供休闲兴趣、智慧养老、膳食餐

饮等服务。

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尝试正

在进行。所谓“老幼共托”，是将

托老与托幼服务相融合，通过在

同一空间下进行老幼照料、代际

学习和互动交流，缓解家庭对于

“一老一小”的后顾之忧。

在山西，原小雨点幼儿园坐

落在太原市柳巷。现在，这里中

午为孩子提供“小饭桌”和午休服

务，上午和下午变

身老年活动中心，

迎来上兴趣课的老

人。负责人李秀玲介

绍，兴趣课包括舞蹈、

模特、书画等，由本地一

家中老年教育机构的老

师授课。

类似“老幼共托”新模

式不仅适用于幼儿园转型，

在新生人口数量保持一定增

长的大城市，也有助于提升空

间利用效率、满足代际融合需

求、减轻老人带娃压力。

在于波等人看来，托幼行业正

经历寒冬，托老则是一片蓝海，部分

幼儿园转型“托老所”优势明显。

于波说，招生情况不好的幼儿

园大多位于年轻人较少、生育率较

低的老城区，这里恰好是老年人聚

集区，幼儿园多年经营的声誉和口

碑能吸引稳定客源。

记者在于波的机构采访发现，

园内老人除周边社区居民外，更多

的是孙子孙女在小金牛幼儿园上

学、与幼儿园有“渊源”的老人。

34岁的幼师黄冉坐在老人身

边，唠着家常，不时添茶倒水，逗得老

人们开怀大笑。在她看来，幼师群体

往往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托老与托

幼具备一定相似性，如果个人意愿

强，转型成为养老护理员并非难事。

同时，代际融合的需求切实存

在。“我早晨把外孙送到托育园，就

可以在长者服务站活动。解放了自

己，孩子又有专业的老师来照看。”

68岁的深圳退休职工刘彩玲（化

名）笑着说。

挑战也同时存在。

业内人士认为，“老幼共托”中的

养老部分具有较强专业属性，需

要专业人才对老年人进行心理和

身体的双重照料，机构运营也更精

细化、专业化。目前，能同时照顾

老年人和儿童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远

远不足，现有护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均无法满足高质量养老托幼服务的

需求。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老幼共

托”机构的盈利模式仍有待市场检

验；“老幼共托”机构持续升级，如向

医养结合或智慧养老等方向发展，

或将成为选择。

需总结经验、持续创新

希望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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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存时间、高龄取服务

以服务时间作为交换媒介

探索更公平的存储比例

提升参与度，推动可持续发展
记者采访发现，在推行“时间银

行”养老模式的过程中，还存在居民

不了解、参与性不强，社区提供服务

无法满足多元化需求等，致使该模

式在运行中遇到一些困难。

为提升志愿者服务质量，火

神庙社区利用区位优势，联合江

西省编委机关党支部、洪都中

医院党办，引进“省编委机关

党支部志愿服务队”“章金媛

爱心志愿团”等党群志愿服

务队及专业公益组织，提供

帮扶照料、咨询义诊、康复

训练等服务。

同时，依托“时间

银行”开展乐邻系列

活动。比如，在乐邻

课堂，“时间银行”的志愿者充分发

挥自身才艺，定期开设曲艺、歌唱、

书法等课程，丰富老人晚年生活；在

乐邻驿站，志愿者通过心理咨询和

心理辅导帮助解决空巢、独居老人

的心理问题；在乐邻寿星会，组织志

愿者做家庭餐，为高龄老人举办集

体生日会。

对于居民比较关注的积分兑换问

题，火神庙社区明确，志愿者的服务时

间可用于换取等值日用品或享受其他

志愿者服务。临川区提出，志愿者可将

时间币转赠给配偶、本人和配偶的直系

亲属，或捐赠给平台。志愿者因非本区

户籍、户籍迁离本区需注销账户时，可

按照最新公布的非全日制小时工工资

标准的10%给予一次性补助。

“时间银行”，简单来说就是“以

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那么，

如何计算存储的服务时间，体现“时间

银行”的公平性呢？

据悉，火神庙社区在推行“时间银

行”过程中进行了多次探索，起初是相

应时长养老服务的换取，如今则是系统

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的不同服务需求，

采取分别计时制。

“时间存储的比例，即志愿服务时间

可换取被志愿服务时间的比例，是由社区

居民与志愿者集思广益制定的，被大家普

遍认可后应用至今。”胡浩告诉记者。

具体而言，该社区将老年人划分为失

智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普通老人3类，

在生活照料方面分别按照1:2、1:1.5、
1:1.2进行时间储存，在护理保健方面

按照1:3、1:2、1:1.5进行时间储存，

法律援助、家电维修项目统一按照1:1.5计
算，跑腿服务按照1:1.2计算，社区公益与

其他项目按1:1计算。

而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该区对服

务内容与服务时间之间的转化加以明确。

其中，助餐服务中，送餐1个时间币、做饭

1.5个时间币；助洁服务中，理发1个时间

币、剪指甲0.5个时间币、洗衣服1个时间

币、收纳整理1个时间币、地板清洁1个时

间币；陪同老年人赴超市、菜市场等场所购

物1个时间币，陪同老年人赴医院、体检中

心等机构，协助老年人挂号，陪同体检、就

诊、取药缴费等2个时间币。

在“时间银行”服务存储方面，有专家

撰文建议，应加入服务专业程度、服务强

度、服务满意度等考量要素，建立健全服

务比例换算评价标准，构建相对公平的制

度环境。

“多亏了有‘时间银行’，

志愿者们隔三岔五来关心我，

在他们的帮助下，让我最头疼

的看病买药似乎也没那么难

了。”据了解，张海夫妇患有残

疾，日常生活行动不便，子女也

不在身边。张海说：“很多志愿

者是社区老邻居，平时就没少帮

我们，从前总麻烦别人，很不好意

思开口。”

“时间银行”养老模式推行后，

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主动加入志

愿者队伍，低龄健康老人志愿者为

老年人，尤其是高龄、失能、失智和

特殊群体老人提供帮助逐渐成为一

种常态。

记者了解到，东湖区以“时间银

行”志愿服务项目为依托，借鉴商业银

行运作模式，以服务时间作为交换媒

介，目前全区已经建立“时间银行”总

行1个、分行12个，建成并投入运营

“时间银行”支行113个。

“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信用产品，

在推行过程中首要解决的是信任问

题。为此，东湖区成立了区委书记总

负责、区长任组长、分管领导具体负

责、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时

间银行”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具体的实

施意见、实施方案、管理办法等规章制

度。

“我们社区按照区里要求，建立完

善了‘注册管理、时间存储、爱心记录、

积分兑换’等一系列制度。”火神庙社

区党委副书记胡浩介绍，同时通过党

员带头加入“时间银行”志愿者行列，

让居民们接受“低龄存时间、高龄取服

务”这一新型互助养老模式，以此引导

居民们了解、相信、加入“时间银行”。

近年来，一种“低龄存

时间、高龄取服务”的新型互

助养老模式——“时间银行”

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探索。

这一模式以服务时间作为交

换媒介，让低龄健康老人志愿

者为老年人，尤其是高龄、失

能、失智和特殊群体老人提供

帮助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吃过早饭后，家住江西省南

昌市东湖区火神庙社区的史建

新和往常一样，来到大顺巷1号

1单元，“看望”老朋友张海（化

名）夫妇，这种“看望”基本是一天

一次。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一种

新的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项目——

“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开始在一些

地方进行试点探索。这一模式主

要由身体较健康的低龄老人，为

社区高龄老人提供志愿服务，将

服务时间储存起来，等到自己年

老时可以取出服务时间，由低龄

老人为自己提供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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