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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

养老不能只靠家庭

最近，浙江杭州市民包先生一家格外忙碌：父
亲突发脑中风入院治疗，度过危险期后，回到家
中休养。由于行动有所不便，洗澡、上卫生间等
皆需他人帮忙。

“我妈也上年纪了，不能都指着她。”包先生告
诉记者。和自家大姐商量后，他决定每周一三五提
早1小时下班回家，与母亲一起照顾父亲。

十几天下来，包先生不由得感叹：“父母健康
时，是帮手、后盾。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
好，我们自己身上担子重了不少。”

事实上，“四个老人不能同时病倒两位”“一人
生病、全家照顾”……类似场景十分常见，让不少
人直呼“养老真难”。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现今每百名中国
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抚养17.8名老人，每6人就要赡养
1位老人。

5 到 10 年后，更多独生子女们的父母步入老
年，该比率还将继续攀升。老龄人口增加、占人口
比重增大，子女们分身乏术，也无法保证老人得到
最优护理。仅仅依靠子女能否照顾好老人？长远来
看，答案是否定的。

此外，中国还有几千万失能失智老人，或因疾
病引发认知、记忆障碍，或患病卧床，生活无法自
理，需要长期照护。

70多岁的周阿姨坦言，外出时将确诊阿茨海默
症的母亲锁在家里，自己并不放心。后来请专人看
护，但保姆不讲求方法，不会引导，导致老人情绪
激动，不能很好相处，“一个接一个辞职”。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
高华俊认为：“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更精细、专业的长
期照护，但无论家人还是保姆都不一定做得到，这
是养老面对的一大挑战。”

基于这些原因，养老服务应运而生，通过调集
社会力量，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
标准化服务，转移家属一部分养老负担，不断满足
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可以预见，未来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有望落地
实施，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

养老服务站、医养康养相结合

在家就能享受多元服务

“血压有点高，您还得继续吃降压药。”在广东
省罗定市苹塘镇陆奶奶家里，周沙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社工小欧一边叮嘱，一边将血压仪袖带从老人胳
膊上摘下来。而后，他又仔细询问陆奶奶生活近
况，同她聊天。

陆奶奶直夸小欧细心体贴。回想去年 11月居家
养老服务站刚建立时，包括陆奶奶在内的不少人都
十分不解：“居家养老”，顾名思义在家养老，建站
干嘛？跟我们有何关系？

随着驻站服务小组工作陆续展开，大家慢慢了
解到：原来，运行服务站是为向大量不入住养老机
构的老人提供帮助。老人既可提出申请安排专人定
期上门探访，也可到服务站享受医疗保健、心理咨
询、助餐等服务，参与服务站组织的各项活动。

对于陆奶奶最初的想法，高华俊表示这在社会
上并不鲜见，“很多人将居家养老简单理解为住家老
人由子女、家属照料，实际上是片面的。居家养老
也需要专业人士，上门提供解决日常生活困难的社
会化服务。”

那么如何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高华俊
认为，要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链条，更
注重发挥社区作用。“社区一边连接本辖区内老人，
另一边对外连接各种机构，可以成为平台，疏通居

家和机构间的‘堵点’，引导社会力量提供上门居家养老
服务，使老人在熟悉环境中获得照料，满足多样化养老
需求。”

“以前我们说‘居家养老为主，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辅’，‘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三者相协调，表明政
府充分意识到要发挥家庭、社区和机构各自优势，促进
各种养老服务方式融合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
学院老年学研究所副教授谢立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而对有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而言，仅靠居家养老或
提供上门服务，无法完全满足长时段照护需求。这种情
况下，更专业的机构养老就凸显出优势，成为最佳选
择。在谢立黎看来，失能失智老人也正是养老机构应该
接收最多的一类人群。

“对于这些老人，我们应当引入医养康养结合概念，
即以老年医疗+健康+服务为理念，将医疗机构与养老机
构功能结合，把照看、康复和预防发病融为一体。”她解
释说。

过去，医院和机构、家庭无法兼顾治疗和养老，以
致患病老人不能长居医院养老，而在机构或家中养老，
则无相应医疗保健设备。

好在情况正在得到改善，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
司长王海东指出，目前国内已形成医疗卫生机构与养
老机构签约合作、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养老
机构依法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
区和家庭这 4 种相对成熟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两型机
构合作、护理型床位数量等相较前几年均有明显增
长，有望促进老人从基础的“老有所养”向更高质量
的养老生活过渡。

政府兜底，社会支持

让普惠型养老惠及更多人

图书室里，一对老夫妻专心读报；隔壁棋牌室内，4
位老人围坐一桌打牌正酣；对面健身室中，有老人悠闲
地躺在律动床上……

这里是北京什刹海街道华方养老照料中心，共4层，
设有屋顶花园和多个活动室。记者见到10个月前住进来
的唐大爷，说起入住感受，他赞不绝口：“这些孩子对我
很上心，所以家人很放心！”另一位年逾八旬的陈奶奶告
诉记者：“以前没怎么唱过歌，来这儿，唱了好几回！”
采访中，记者发现养老照料中心设施齐全，老人们生活
有滋有味，精神状态好。

该中心执行院长苏桂兰表示，中心由华方养老投资
有限公司和什刹海街道联合创办，从开始建设到后期运
行，获得双方大力支持。“人员方面，公司为中心聘请了
医护服务团队，护理人员也接受过培训，可提供助洁助
浴、理发修脚、精神关怀等专业服务。此外，公司还为
我们配备了大量适老化设施。”

目前，这类能够提供标准服务的养老照料中心在北
京共有260多家，覆盖全市2/3以上的街道乡镇，较大程
度上满足了市民养老专业化需求。

住进这样的机构，价格贵吗？高华俊说，专业服务
和收费成正比，导致老人“想住却住不起”，一直是机构
养老的一大痛点。但随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 《普
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19 年修订版）》
发布和实施，政府支持、社会运营、合理定价的建设方
案正逐渐成为现实，问题正得到缓解。

“中心提供全托照料和上门护理两种服务，住机构的
88人，居家的56人。民政部门分别按床位和服务量补贴
中心，同时也对我们上门服务的顾客进行事后回访。给
予补贴后，我们将其用于中心内部改造提升，而受到监
督有助于工作人员不断复盘工作状况，这两者都促进中
心更好服务老人。”苏桂兰说。

“普惠型养老将是未来养老服务的一种趋势。”谢立
黎表示，“也就是说，在调集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化服务
之外，还要有政府兜底保障。在提供土地、财税等全方
位政策支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和各项因素，确定
床位普惠价格的基准水平，并设置合理浮动区间，能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机构高收费问题，让更多想住的老
人住进来，惠及广大老年人，这正是普惠养老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推出“一键呼”
智能养老终端，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可以
享受安心、便捷、精准的养老服务，网友
对此纷纷点赞。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奋斗
大半辈子的老人，能够愉快地安享晚年，
应是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

截至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
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18.1%。在老龄化
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养老”
已经成为一道必答且必须答好的现实课题。

近年来，从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 到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的意见》，养老服务顶层设计日趋完善。
各地也进行了多元化探索，老年人的幸福
感更多。但同时，社会供给与养老需求不
匹配的问题依旧存在，发展中的问题还须
在发展中解决。只有实现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才能托稳老年人的幸福。

推进医养结合，夯实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从医学上讲，一个人进入老年阶
段之后，生理机能将逐渐老化，身体各系统
呈现退行性病变。老年人不仅需要“养”，更
离不开“医”。当前，中国不少老人在晚年存
在带病生存甚至多病共存的情形，其中不乏
失能失智老人。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基
础上，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发展、培养专业护
理人才、规范医养服务质量标准，并非可有

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发展智慧养老，丰富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新技术新业态方兴未艾，养
老服务愈加科学智能。无论是 AI陪伴机器
人、远程监测手表，还是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虚拟养老院，都是基于科技的广泛应
用，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老
年人安享晚年时光。事实证明，适老新产
品、新服务的涌现让人们养老的心态更加

积极，受到老年人群体的普遍欢迎，也带
动了智慧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

加强精神照料，提升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温度。日间照料中心、养老院不断
增 多 ， 但 精 神 上 的 满 足 感 并 不 见 得 增
多。“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对老人
来说，物质满足固然重要，精神富足也不
可或缺。现实中，家人陪伴扮演着重要角
色。此外，有的老年人还报名参加老年大

学或各种兴趣班，热衷于集体活动，亮相
才艺比拼，活力十足，滋润了自己的精神
世界，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
切实关系每个家庭、每个人。实现养老服
务的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不仅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还要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全社会共同
的责任。应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投身到
这项事业中，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
互助性养老，让每一位老人未来都能享受
到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托 稳 老 年 人 的 幸 福
史志鹏

托 稳 老 年 人 的 幸 福
史志鹏

调动家庭、社会、政府各方力量

“银发族”有了更多养老选择
本报记者 王晶玥

上海市闵行区
新虹街道引入智慧
化管理系统，通过
在社区内设置智能
消防栓、智能烟感
器等设备，为社区
孤老和优抚对象家
庭 进 行 适 老 化 改
造，协调家庭养老
床位，提升居民生活
质量。图为 91 岁的
陆生余在家中展示
紧急呼叫设备。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4 月 2 日，在
天津市河西区桃园
街道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二楼，一场别
开生面的中老年人
健康趣味运动会正
在举行。来自社区
的部分中老年人参
加 了 保 龄 球 、 套
圈、射箭等趣味项
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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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工作的小张，母亲退休了，父亲再有一两
年也要退下来。他想着把父母接来养老，毕竟北京医
疗等方面的条件更好，然而父母不愿意，他们觉得在
老家更自在，条件却要差上一大截。小张的烦恼不是
个例，不止当下。

资料显示，中国正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据人社
部预测，“十四五”期间，国内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

突破3亿，中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老
年人养老的问题将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受访专家表示，老龄化本身并不可怕，重要的是
充分调动家庭、社会、政府等各方力量，真正实现

“老有所养”。

近年来，山
东省荣成市建立

“信用管理+志愿
服 务 + 暖 心 食
堂”模式，打造

“暖心食堂”。目
前 已 开 办 运 营
363家，覆盖全市
46%的村居，免费
给 1.2 万名 80 周
岁以上农村老人
提供午餐。图为
老人在夏庄镇甲
夼马家村“暖心
食堂”就餐。

李信君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