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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设置在自家卧室的家庭养老床
位，让 89 岁的广州独居老人林少珍心里踏
实了不少。

床头，紧急求救按键触手可及，遇险时
一键呼叫；床边，红外人体探测器 24 小时
运行，可让家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远程监
护；床垫里，智能感应装置精准分布，自动
监测老人卧躺时的部分生命体征。“对心
跳、血压、夜间翻身次数等都有详细记录，
子女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林少珍告诉
记者。

如今在广东省广州市，已有 1.6万老年
人像林少珍一样拥有家庭养老床位。

2019 年 8 月，广州市启动家庭养老床
位试点，即依托养老服务机构，对老年人的
生活空间实施必要的适老化、智能化家居
改造，在家中设置具备机构化服务功能的
床位，为有照料需求但未入住养老机构的
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此后两年，“家
庭养老床位建设”连续写入广州市政府工
作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老年人多方

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
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要推
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发展普
惠型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支持家庭
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十四

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健全建设、运
营、管理政策，发展“家庭养老床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被确定为全国
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城市、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持续探
索完善家庭养老床位服务这一创新举措，
增加中心城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
优质养老服务供给。日前，记者在广州实
地探访，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如何让众多
老年人“养老不离家”的愿望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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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林少珍——
“智能床位搬回家，专业

服 务 送 进 门 ，健 康 数 据 传 上
网，在家就能享受到养老院式
的照护”

清晨，小雨淅沥。护理员雷莲秀撑

着一把伞，拎着刚从早市上代购的新鲜

蔬菜，拐进广州市越秀区横枝岗路。穿

过小巷，推门进屋，林少珍老人笑盈盈

地朝她打招呼：“小雷来啦！”

“嗯，您老今天真精神。”回话的工

夫，雷莲秀已系好围裙，利落地摘起菜

来，不一会儿便端上早餐——海米紫菜

蛋花汤。同时，林老太的午餐炖盅也在

灶上文火慢煨了。

岭南潮湿多雨，很多广东人喜好喝汤

祛湿。在广州，几乎家家厨房里都有一个

用来煲汤的瓦煲，林少珍家也不例外。“食

材丰俭由人，关键在火候，煲汤不少于 3
小时，炖汤得 4小时。”林老太对粤菜讲究

的“煲三炖四”颇为熟稔，但随着年老体

弱，对煲汤煮饭日渐力不从心。

“年纪大了，忘性也大，好几次忘关煤

气把锅烧干了，险些酿成火灾。”说起险

情，林老太心有余悸。最令她发怵的是摔

跤，2018年年底的一天，因厨房地面湿滑，

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怕给子女添麻烦，

林老太没吱声，扶着墙爬起来，慢慢挪进

卧室后直接上床躺下了，晚饭都没吃。第

二天仍疼痛难忍，这才给儿子雷汉彬打电

话，送医后确诊为左肱骨外科颈骨折。

“伤筋动骨一百天”，林老太没法煲汤

煮饭了，雷汉彬开始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

可他也已年过六旬，两头奔波身体吃不消，

有时只好在网上给母亲订外卖。餐食不合

口，林老太往往扒几口了事，消瘦了不少。

林老太有 3 个子女，大儿子在国外；

小女儿身体差，自顾不暇；老二雷汉彬为

自己没把母亲照顾好而内疚。三兄妹商

量着为母亲找家条件好的养老院，林老

太却不乐意：“住养老院开支大，再说在

老宅里住惯了，换个陌生环境不自在。”

于是三兄妹给母亲请了保姆。林老太退

休前是位护士，对清洁卫生要求高，半年

内换了 3个保姆还不称心。

林老太家庭养老的难题，不少老人

都遇到过。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失

能老人的增多，家庭养老遇到了照料精

力、时间以及专业能力不足等难题。在

广州，截至 2020 年底，全市有 60 岁以上

老年人 180.6 万人，根据抽样调查估算，

失 能 、高 龄 等 有 照 护 需 求 的 老 年 人 达

44.5万人。

如何缓解家庭养老所遇到的难题？

2019 年 8 月，广州市在越秀区等 3 个老龄

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区开始家庭养老床位

服务试点。今年 6月起，在全市铺开。广

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严福长介

绍，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是依托养老服务机

构，对老人的生活空间实施必要的适老化、

智能化家居改造，在家中设置具备机构化

服务功能的床位，同时提供与床位相配套

的长期照顾服务。政府部门给予每张床位

不超过 3000元的一次性建床补贴。

2020 年底，街道工作人员上门推介

家 庭 养 老 床 位 服 务 ，林 老 太 答 应 试 一

试。没成想，一体验便离不开了。老宅

房间改造后，安装了各式“小机关”：桌

角贴上了防撞条；卫生间放了防滑垫，

马桶旁有升降扶手；床头柜上有人体感

应 小 夜 灯 ，晚 上 起 来 上 厕 所 时 自 动 点

亮；厨房里还有烟雾和煤气泄漏报警器

……林老太领着记者一一查看。

最令林老太安心的是床垫里的智能

感应装置：卧躺后能自动监测她的心跳、

血压等数据，一旦发现异常自动报警。这

些健康数据还同步上传“云端”，为医疗团

队出具健康指南提供参考。

“智能床位搬回家，专业服务送进门，

健康数据传上网，在家就能享受到养老院

式的照护。”林老太每天一早洗漱完，就静

待雷莲秀上门做早餐。了解到老人爱喝

老火靓汤，雷莲秀把中午的汤也提前煲

上。打扫完屋子，午餐时间将近，雷莲秀

从灶上撤下炖盅，揭开盖子端给林老太，

热腾腾的靓汤浓香四溢。

养老护理员雷莲秀——
“助餐、助急、助洁、助医等

护理服务全程标准化，持证上
岗，培训考核贯穿日常工作”

林少珍老人吃完早餐，雷莲秀收拾好

碗筷，开始打扫卫生，擦拭门窗、家具、电

器等。倚着大衣柜，林老太用手指揩了一

下柜门夹缝：“你看，多干净。我是个爱干

净的人，卫生都没有小雷搞得好。”

“我刚来时，林奶奶总觉得不放心，我

就不折不扣按老人的想法做，顺着她的生

活习惯来。”雷莲秀娓娓道来：洗衣服时，前

后要清洗 4遍，老人不舍得把洗衣水直接

倒掉，她就代购了几只小塑料桶，装满后摆

在卫生间里，方便老人冲马桶；每个房间都

挂着专门的抹布，她从不混用；清理完的物

品放回原处，以防老人找不到……

这些细节，林老太全看在眼里。有

一次，她还意外发现，雷莲秀把入户的

钢门也擦干净了。这扇门上有许多细

小的网孔，林老太通常每年清理一次，

得踩着小板凳用抹布抠半天。

做完家务后，雷莲秀经常帮林老太

泡脚按摩，陪她听歌看剧。

雷莲秀能赢得林老太的认可，与其上

岗前后的专业培训、严格考核密切相关。

入职之初，雷莲秀就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职

业资格证，上岗后还要定期接受继续教育

培训课程，课程学习通过手机完成，任选

时间上机应考，考核系统现场拍摄评分。

摄像头前，雷莲秀侧身、屈膝、弯腰，

一手托扶住塑料人体模型的肩部，另一

只手扶住膝盖，将其朝己侧翻转……雷

莲秀反复练习为老人翻身的动作要领，

直至考核系统评定为 90 分。

“老年人骨质疏松，得格外小心。如

今，助餐、助急、助洁、助医等护理服务全程

标准化，持证上岗，培训考核贯穿日常工

作。”雷莲秀每次上门服务都要在线打卡。

翻开她递过来的一本护理日志，上

面记得密密麻麻，照料时间、服务项目、

问题处理结果等分门别类。“即便临时

调 换 护 理 员 ，也 能 快 速 掌 握 老 人 的 情

况，确保服务不断档。”雷莲秀说。

为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广

州市 2017 年起实施养老服务业引才工

程，并向服务满一定年限的养老护理员

发放岗位补贴。“我从事一线养老护理

工作满 5 年了，可一次性申领岗位补贴

5000 元。”雷莲秀对未来充满期待，“满

10 年后可申领 2 万元，还能享受优先申

请公租房和落户加分政策。”

目前，广州市养老护理行业从业人

员逾 1.5 万人，像雷莲秀这样的社会化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超过 6000 人。

老人亲属雷汉彬——
“自从有了智能设备，感

觉母亲身边多了一个照顾的
人，就连远在国外的大哥也能
随时了解妈妈的情况”

晨雨初霁，碧空如洗，林少珍老人安

坐于轮椅上，由雷莲秀陪着准备去公园

遛弯。刚出门，兜里的手机响了，林老太

摸出来一瞧，是儿子雷汉彬的电话。

“妈，您散步去了吧？一场秋雨一场

寒，出门别忘添衣服。”雷汉彬叮嘱道。

“放心！穿着长袖呢。每次我一出

门，你就来电话提醒，不会忘。”

母子俩并不一起生活，雷汉彬如何

获悉母亲的一举一动？原来，智能化改

造后，房间里设置了摄像头，家门口安装

了感应器，林老太每次进出的具体时间

都同步上传至“云平台”。如今，三兄妹

轮流在手机上关注母亲的情况，一旦发

现异常即联系养老机构，委托工作人员

上门查看。当然，看护不是监控，隐私保

护也很重要，考虑到林老太可能不适应

在摄像头下生活，工程师采取了用模型

人代替真人影像的技术手段，屏幕上只

呈现老人的虚拟行动轨迹。

“自从有了智能设备，感觉母亲身边

多了一个照顾的人，就连远在国外的大

哥也能随时了解妈妈的情况。”雷汉彬把

家庭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展示给记者看。

林老太患有冠心病，严重时胸闷心

悸，以往每到此时，雷汉彬便火急火燎

赶回家。“智能床进家后，能自动监测心

率。万一有事，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上

门也及时。”林老太说，“不仅子女放心，

自己也踏实了不少。”

今年 5 月出台的《广州市养老服务

条例》明确提出：支持社会力量开展“互

联网+养老”行动，促进信息技术和智能

硬件等产品在养老服务领域深度应用，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家 庭 养 老 床 位 、生 活 呼

叫、应急救援、远程安全监测等服务。

今年 6月，广州市民政局和财政局联

合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建床服务半径

在中心城区不超过 15 分钟，偏远农村地

区不超过 30 分钟，确保及时响应与服务

可及。配备与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

服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人员团队、信息

系统，参照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相关标准

配备养老护理员并实行 24小时值班。

专业照护服务入户，收费如何？据

了解，根据照顾等级和自选服务不同，

家庭养老床位的月收费从 1000 余元至

7000 余元不等。“我母亲属 3 级照顾需

求，月服务费 5760 元，因长期护理保险

报销 2835 元，只需自付 2925 元，就能享

受每月 90 小时的上门服务。”雷汉彬说。

“有温度”的家庭养老床位正在走向

普惠。作为全国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城市，广州市提出，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机

构为长期护理保险协议定点机构的，其家

庭养老床位服务对象发生的符合长护险规

定的支付费用，按照长护险有关规定结算。

“相较于集成式的大型养老院，嵌入

式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费用约为前者的

1/5。”严福长说，广州市目前建成 1.6 万

张家庭养老床位，相当于 100 个中等规

模养老院，如比照养老机构投入，累计节

省建设和租金成本上亿元。民政部门还

积极引导社会化养老机构反向让利，大

幅减轻老年人的家庭经济负担。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陈玲玲——

“老年人照顾需求分 7 个
等 级 ，对 应 每 人 每 月 200 至
500 元不等的护理补贴，精准
评估有助于合理分配公共养
老资源”

按照广州市民政局、财政局《关于

全面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服务工

作的通知》规定，申请了家庭养老床位

的老人，要享受一次性建床补贴和每月

的护理补贴，都须接受老年人照顾需求

等级评定。陈玲玲就是一位从事此项

工作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家庭养老床位的申请门槛是 60 周

岁及以上，但一般来说，60 岁老人和 90
岁老人的照顾需求明显不同。”陈玲玲

说，精准匹配供需是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和相关补贴发放的必要前提。为此，去

年 12 月，广州出台《老年人照顾需求评

估管理办法（试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陈

玲玲所在的广州市惠泽养老服务中心正

是花都区民政局选定的第三方机构。

每天一早，陈玲玲即通过“广州市为

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在线接受花都区

民政局委派的评估工单，在了解老人既

有疾病等基本资料后，对其日常活动、精

神状态、沟通能力等单项指标现场打分。

“您先脱下鞋，换上这套睡衣，然后

躺到床上。”在陈玲玲的示意下，参评对

象一一照做。“她所有的动作都可独立完

成，这项能力为满分 10分。”陈玲玲说，如

果老人需要他人协助系鞋带、拉拉链，就

打 5分；完全依赖他人则为 0分。

为公正起见，单项分值只设置了 10
分、5 分、0 分三个档次。“毕竟，评估师难

以拿捏每一分值之间的差别，拉开分差

梯度能有效避免纠纷。”陈玲玲说，对评

估结论有异议的申请人可在 10 个工作

日内向民政部门申请复评。2018 年起，

广州市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估实现

全流程网上办理，2019 年起实施“双盲”

评估，即系统分配的两名评估员各自负

责一部分评估量表，评估结果由系统自

动生成，质控员复核确认后方可生效。

“老年人照顾需求分 7 个等级，对应

每人每月 200 至 500 元不等的护理补贴，

精准评估有助于合理分配公共养老资

源。”陈玲玲还会根据已建床老人的身体

变化定期重评，确保动态服务跟得上。

目前，广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已

累计培训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089名。

2020年 7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成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的九大新

职业之一。今年年初《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颁布。对此，陈玲玲

颇为自豪：“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有助

于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标准化的服务。”

目前，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的应用范

围已扩大至广州市民申请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和资助、优先轮候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申

请民办养老机构护理补贴等诸多领域。

养老机构居家康养
总监鞠丽萍——

“病床安在家里，老人有了
‘医’靠，费用纳入医保，医养服
务在居家环境中深度融合”

为邓爱群老人洗澡时，护士和助浴师

陪伴左右，广州华邦美好家园养老集团有

限公司居家康养总监鞠丽萍则现场指导，

“注意观察水温，不得低于 41摄氏度；邓阿

婆的腿瘫痪了，擦拭时不要太用力；提前晾

好温开水，洗完澡后及时补充水分……”

“洗澡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件简单小

事，但对失能瘫痪老人而言却很困难，

洗不好甚至危及生命。”鞠丽萍介绍，老

年 人 的 血 管 脆 弱 ，扩 张 和 收 缩 功 能 减

弱，水温高了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低

了又容易感冒，必须控制在合理区间。

两年前，邓阿婆在家中摔倒，左股骨

颈骨折，手术后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起初，子女们曾试着给母亲洗过澡，却因不

慎着凉导致邓阿婆感冒了半个多月。后来

了解到瘫痪老人洗澡的禁忌颇多，子女们

只得隔三差五接盆热水，用毛巾为母亲擦

拭身体。但在广州的炎炎夏日，邓阿婆经

常大汗淋漓，极易诱发皮肤溃烂和褥疮。

成功申请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后，助

浴 师 携 带 充 气 式 床 上 浴 槽 上 门 助 浴 。

为确保万无一失，护士先为邓阿婆测量

血压，结合皮肤状态作出健康评估，考

虑到老人有心脏病史，水温较一般标准

略低，为 41 摄氏度。助浴期间，浴缸里

始终放着一支水温计，确保恒温。

其实，助浴只是医护人员上门提供

康养服务的衍生项目，更重要的是为慢

性病、中风偏瘫、摔伤骨折等出院后有

居家康复需求的患者提供服务。过去，

由于长期卧床，邓阿婆的骶尾部出现压

疮，须定期到医院换药，每次往返交通

花费不少，子女还得提前向单位请假。

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点以来，广州

市明确提出：鼓励将家庭养老床位与家

庭病床合并设置，促进医养、康复服务在

居家环境中深度融合、形成互补。与此

同时，家庭病床服务还被纳入广州市医

保报销范围，实现在家住院“刷”医保。

今年 2 月，试用家庭养老床位服务 3
个月后，在鞠丽萍的建议下，邓爱群的子女

们为母亲申请了家庭病床服务。如今，社

区医院的护士每周上门为邓阿婆做骶尾部

清洁换药；康复师则在老人的背上敷药封

包，实施肢体低频脉冲理疗。如今，邓阿婆

的压疮面积已逐渐减小并初步愈合。

“病床安在家里，老人有了‘医’靠，

费用纳入医保，医养服务在居家环境中

深度融合。”随鞠丽萍步入广州市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综合示范平台，顺着她手

指的方向望去，邓爱群的体温折线图、

餐前餐后血糖图等信息在大屏幕上一

目了然，一旦出现异常，医护人员 15 分

钟内即可赶到现场。

截至今年 6 月，广州市家庭病床保

有量达 3552 张，医生上门出巡诊 3.5 万

余人次，护士上门出巡诊 4.3 万余人次。

“一张家庭养老床位，温暖一座城，造

福千万家。”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张硕辅说，今后将在制度化、规范化上进

一步发力，持续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图①：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示

范平台的家庭养老床位示范间。

图②：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为广

州市东山街道培正社区居民讲解家庭

养老床位智能设备的使用方法。

图③：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上门

为培正社区居民提供适老化改造服务。

图④：广州一老年合唱团在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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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为有照料需求但未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1.6万老人有了家庭养老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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