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需轻声呼唤，智能音箱便能提供一

系列生活资讯；手指一点，手机 APP 便能解

读体检报告，给出健康建议；戴上智能手

表，便能实时监测心率、睡眠等健康信息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智能产品及服务走进百姓生活，在为老年

人提供高效便捷养老服务的同时，让居家

养老、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具品质。

前不久，工信部会同民政部、国家卫健委

联合制定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针对老年人群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需

求，重点围绕技术创新应用、加大产品供给、

数据平台建设、拓展应用场景等方面，进一

步推动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涌现

出哪些新业态新模式？如何让更多老年人乐

享智慧生活？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企业。

产品服务不断丰富
试点示范作用凸显

早上 7 点，视频监护远在老家的年迈父

亲；上午 10 点，语音定时播放少儿节目陪伴

孙女；临近中午，一键下单预约“爱心驿站”

外卖午餐……去年 7 月，一块小度智能屏的

到来，让孙阿姨过上了智慧养老生活。

孙 阿 姨 家 住 北 京 昌 平 区 国 风 美 唐 社

区，像她一样享受智慧养老的老年人，如今

社区已有 200 多人。社区博爱养老驿站站

长穆艳华告诉记者，看孩子、学跳舞、问养

生，只要轻声一唤，智能音箱已经成为社区

老人日常生活的“好伴侣”。

国风美唐社区里的养老生活是我国智

慧健康养老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生动案

例。“近年来，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

务不断丰富，新业态持续涌现，智慧健康养

老理念深入人心。”中电科三所产业投资

部主任吴昕表示。

产品服务更丰富多元。智能定位卡、

动态心电记录仪、智能睡眠仪……面对老

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国内企业推出了一批

具备智能化、网络化特征的健康养老产品，

在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三部门先后

发布的两版《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

广目录》中，共收录了 118 项智慧健康养老

产品、120 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促进了智

慧健康养老产品的普及应用。

试点示范作用更加凸显。目前，工信

部联合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已开展了四批

次应用试点示范工作，共遴选出 167 家示范

企业，297 个示范街道（乡镇），69 个示范基

地。天津、安徽、江西等省份也出台了智慧

健康养老相关配套支持政策，示范带动和

集聚效应已日益凸显。

“在 技 术 和 需 求 共 同 驱 动 下 ，信 息 技

术、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等产业资源加速整

合 ，形 成 了 较 完 整 的 智 慧 健 康 养 老 产 业

链。”吴昕说，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

一批具备较强实力的企业，共性技术研发、

标准检测验证、人才培训等产业支撑能力

正不断增强。

强化信息技术支撑
提升产品供给能力

业内专家认为，尽管产业发展突飞猛

进，但随着人民群众对健康及养老的需求

日益增长，社会中可供利用的健康及养老

资源供给相对不足。以信息技术融合应用

提升养老服务资源利用效率，成为破解养

老服务供需矛盾的一把“钥匙”。

在新版《行动计划》中，将强化信息技

术支撑、提升产品供给能力，列为推进产业

发展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要促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健康及养老领域的集成创新和

融合应用，提升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的智

慧化水平。这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让更

多老年人智享晚年提供了路径。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健康养老的不

同场景，涌现出很多新业态新模式。

“嘀嘟嘀嘟……”电脑界面上红色警报

突然急速闪烁，系统显示 3 号房间的洗手间

有老人发生意外。服务人员随即赶往现

场，救起老人。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江苏苏

州斜塘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一幕，正

是背后的毫米波雷达技术装置及时发现了

摔倒的李奶奶，让危险化于无形。

“过去，一些养老机构往往配备紧急按

钮，但紧急情况下老人可能无力按动，毫米

波雷达技术实现了从被动报警到主动预警

的转变，更好保护老人。”天与养老创始人

卜江勇告诉记者，毫米波雷达技术多用于

无人驾驶领域，经过与一家国内智能硬件

设备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目前已能通过对

老人的运动轨迹分析，实时感应心率、呼吸

和睡眠情况，一旦发生意外，可以主动报

警，并联动医院对老人进行救援。

如今，通过与智能硬件设备企业对接，

更多辅助诊断、慢病管控、大病早筛、生活

服务等方面的新技术经过打磨、改进、应

用，进入养老领域，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健康

的照护服务。

“随着感知、高精度定位、健康监测等

技术的发展，健康养老产品逐步向智能化

发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主任孙

齐锋介绍，智能可穿戴、健康监测、养老照

护等多种智能终端设备投放市场并得到应

用普及，将造福更多老年人。

深度利用信息技术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养老产业成果显著的同时，也面临发

展难题。

“一方面，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不够。

未有效整合居家、社区和养老机构信息资

源，健康数据的采集、存储和智能分析能力

不足，难以适应市场发展。另一方面，当前

产品和服务存在的适老化水平不一、供应

不符合实际需求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产业发展。”全国音视频标委会副秘书长

赵晓莺说。

对此，《行动计划》提出，要做强智慧健

康养老软件系统平台，实现数据的有效归

集与管理。同时，鼓励企业研究健康养老

数据挖掘理论与方法，运用数据安全技术，

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目前，一些地方和企业先行先试，通过

整合老人、家庭、健康服务机构之间的信

息，形成针对老年人的长期风控模式，为老

年群体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

在微信公众号一键预约体检服务后，

便能自动收到体检报告。与以往不同，不

仅报告可视化，还增加了一对一医生解读

问诊服务……前不久，北京朝阳区的王先

生给父母下单了互联网体检服务。

体检结束，服务不止。在平台后端，像

王先生父母一样的上千万体检数据，经过

用户授权及脱敏和结构化处理后，善诊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智能核保系

统，可以向 60 岁以上人群提供专属的老年

医疗险。“目前，我们正在加快针对老年人

重疾及护理需求的创新型保险产品研发进

度 ，不 断 丰 富‘ 银 发 专 属 ’保 险 产 品 的 供

给。”善诊创始人吴泓兴说。

在江苏丰县，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创新推出面向老年人的智能收件、

审批等一系列智能化应用，老年人仅凭一套

材料就能在人社局完成医保延缴、公积金提

取等 11个与退休养老相关的事项办理。

“人口老龄化是挑战更是机遇，深度利

用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在内的信息技术，是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让更多老年人乐享晚景生活的重要因素。”

高瓴创投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要继续引导企业在产品研发、

业务推广和模式创新方面加大投入，加强产

品及服务供需对接。探索开展智慧养老院

建设，加强物联网、大数据、远程智能监控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广，提升老年人智慧

化护理能力和水平。”赵晓莺说。

预警防止风险、实时监测健康、提供各类服务……

智能养老 生活更好
本报记者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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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晴天的傍晚，在四川省开江县甘棠镇

转洞桥村的广场上，都会聚集几十名村民。乐曲

一响，村民们就成行成列地跳起舞来。

今年以来，开江县紧扣“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在 162 个村（社区）活动阵地布局专

属空间、优化共享空间、提供多变空间，实现村

（社区）变化看得见、居民幸福可触碰。

走进开江县淙城街道九石坎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大厅，音乐舒缓轻柔，绿植盆栽错落有致，

一群孩子围坐在书吧的圆桌前分享图书里的精

彩故事。

在大厅一侧的开放式办公区域，三张长桌

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台电脑，几名工作人员正指

导群众填报材料。看着这场景，很难想象，这里

一年前还是人气冷清的景象。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是农村党员干部开展工

作、学习的重要场所，也是为村民提供文化、教

育、娱乐等公益性服务的重要场所，开江县采取

“政府补、村级投、社会筹”相结合的众筹方式投

入 1000 余万元，按照“1/3 为必需的办公服务空

间，1/3 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1/3 作

为群众功能活动场所”的理念，改“隔离式办公

柜台”为“服务吧台”，配套建设便民服务站、养老

服务站、共享空间等，实现为民而建、为民而用。

除了优化“硬件”，优化村民活动场所，开江

县也在提升“软件”上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

来到开江县任市镇万欣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张贴在墙上的《万欣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制度》等各项章程，下面的阅

览架上放置着一沓沓《万欣社区便民服务事项

流程手续明白册》等便民服务手册。

“小李，我来补办个社保卡。”社区居民陈俊

来到社区办理业务。“好的，您稍等。”对照资料

清单逐一核实身份证、户口簿等资料后，工作人

员李晓霞将资料用文件袋装好，写上姓名、代办

事项，放在身侧的收纳箱中。“资料没问题，我们明天去统一办理，您后

天过来取。”李晓霞说。

“以前办事跑手续得折腾好几趟才能办好。”陈俊感叹，现在有了

“明白册”“明白卡”，清单式目录一目了然，方便得很！

近年来，开江县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在党群服务中心和

便民服务代办点全力打造“开心办·满意归”政务服务品牌，在醒目位

置设置办事指南和流程图专栏，向群众分发办事服务明白卡，明确

“帮代办”服务项目、申请条件、办理程序。同时，充分利用“红喇叭、

红板报、红显屏”定期刊播涉农政策、土地流转、劳务需求和农产品市

场价格信息，为村民提供信息资源。

“我们借助村（社区）活动场所，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开展文

娱教卫等活动，不仅满足了日常办公的需要，还满足了村民们培训、

会议、活动等各种需求，让党群服务中心接地气聚人气，暖人心更得

民心。”开江县委书记庞佑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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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
能产品及服务走进百姓生
活，在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
捷养老服务的同时，让居家
养老、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
具品质。随着智慧健康养老
产业链不断完善，下一步，应
在提升养老服务资源利用效
益、有效整合各方信息资源
等方面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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