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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医生在身边

4月6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脏中心团队获2023年度“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奖”。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团队
不仅引领我国小儿心血管学科的发展，更建起了国际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儿童先心病诊治中心之一。该中心创
下心胸外科复杂先心病手术最小年龄——出生后2小时、最低体重——1120克等纪录，心胸外科手术例数每年近
4000例，保持全球儿童专科医院之首，小于1岁的婴幼儿和复杂性先心病手术总体成功率98%，居国内领先。图
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创建者、我国小儿心胸外科的开创者丁文祥教授（左）。 健康时报记者尹 薇报道

为解决“一老一小”
照护难题，广东深圳、山
西太原等城市开始试点

“ 老 幼 共 托 ” 一 体 化 模
式，让老幼两代人共享服
务。探索“老幼共托”，
是个解决养老、托育难题
的好思路。

所谓“养老托育一体
化”是将养老与托育服务
相融合，在同一空间下进
行老幼照料、代际学习和
互动交流。在当前老龄人
口快速增长、新生儿数量
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探索

“老幼共托”模式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促
进资源共享，实现养老、
托育在居住空间、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人力资源
等方面的有机结合。老年
人将有更多的养老选择，

“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
后顾之忧也将大为缓解。

更可贵的是，老幼双
方在互动中可为彼此提供
情绪价值：老人和孩子一
起做游戏、做手工，孩子
的欢声笑语可以帮助老人
减少消极情绪，促进身体
健康；老人的丰富阅历也
有助于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代际间的知识共享、
情感交融与文化传承，将
成为孩子内心的强大力量。

“老幼共托”的潜力
正在被市场挖掘。数据显
示，我国目前拥有“老幼
共托”相关企业36.2万余
家，其中，2023年新增注
册 9.2万余家，比 2022年
同期相比上涨20.3%。

然而，“老幼共托”
模式要得到全面推广，仍
有难点待解决：老幼群体
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差
异大，能同时照顾老年人
和儿童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远远不足；国家层面尚未
出台养老托育融合服务体
系的规划、保障、监管等

各项工作的政策法规。
在同一个屋檐下实现

“朝阳”和“夕阳”双龄
共养，托幼与托老不能只
是简单的“相加”，需要
各方多策并举，才能获得
良性发展。首先，托育所
转型为“老幼共托”机构
之前，需要对场地、设施
等进行改造和提升，从老
幼人群各自的行为特点和
需求出发，合理设计功能
空间，充分考虑双方的使
用时段，并积极组织老幼
共融的兴趣活动。

其次，政府应完善政

策法规，对建设“老幼共
托”机构的单位给予资金
补贴、税费优惠等扶持。
还要统一和规范“老幼共
托”机构的监管标准，并
对各方责任主体的权利、
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引导职业院校
与企业共同开发“老幼结
合服务”课程体系和实习
基地等，定向培养专业化
人才。鼓励对现有养老、
幼教服务人员进行交叉技
能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人
员的职业技能。

一老一小，是千万家
庭共同的牵挂；扶老携
幼，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老幼共托”是解决养
老托育难题的好思路，值
得尝试，值得推广。

“老幼共托”是个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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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心累
可能是过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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