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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习近平来到承德市高
新区滨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近
年来，该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
业运营、社会参与的方式，为社区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探索解决老年人健
康医疗、生活照料等问题。习近平察
看信息化平台、适老化改造等项目，
详细询问服务范围、救助方式等事
项。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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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
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
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充分发挥年纪

较轻的老年人作用，推动志愿者在社
区治理中有更多作为。

——摘自《习近平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强
调 贯彻新发展理
念弘扬塞罕坝精神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任务》（人民日报，
2021年8月26日第
1版）

一键叫车，出行更便捷

秋高气爽，王阿姨又想出去旅游了，兴奋
之余，她又有点发憷。67岁的王阿姨家住天
津市，退休后喜欢上了旅游。“趁腿脚灵便，我
想多看看祖国的大美风光。”王阿姨说。最
近，她想去趟山西大同，可这第一步——买火
车票，就让她犯了难。

以前，王阿姨在家门口的火车票代售点
买票，这几年，人们都网上买票了，代售点
也消失了，去火车站又太远。于是，她硬着
头皮开始尝试网上购票。“孩子帮我下载了

‘铁路 12306’，还帮我注册了账号，可是一
打开软件，冒出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我一
下子感觉头晕眼花。”王阿姨说。

无奈，每次旅游前，王阿姨只能请儿子
帮忙买票。最近，她听说，“铁路12306”针
对老年人需求进行了更新升级。继 9 月 1 日

“铁路12306”网站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功能上
线后，9月12日，“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适老化无障碍功能正式上线，购票只需一步
便可完成。

打开新上线的“铁路 12306”，切换到
“爱心版”模式后，购票界面变得简洁了许
多，字体也变得更大了，还新增了电话一键
购票功能。“这次去大同的票是我自己摸索
着买的。”王阿姨得意地说道。

据统计，目前在“铁路 12306”网站注
册的 65 岁以上用户有 2500 万人，适老化功
能的上线将为老年人线上购买火车票提供更
多便利。

根据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
实施方案》，在帮忙老年人融入智能社会过
程中，交通出行是重点方向之一。

近年来，不少老人遭遇了打车难，路边
扬招打不到车，线上叫车操作又太复杂。各
地正出实招破解这个难题。

陈阿姨经常到上海市同仁医院看病，最
近她发现，同仁医院的门诊楼内竖起了一块

“一键叫车智慧屏”。
在医院志愿者的指导下，陈阿姨体验了

“刷脸叫车”服务。刷脸授权后，她便可静
待司机。6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开入医院院
内指定停车点。

以往，陈阿姨都是看好病后，站在医院
出口，打电话让女儿帮自己叫一辆车。女儿
用手机软件叫到车后，再给陈阿姨回电话，
告诉她车牌号，并叮嘱她站在原地不要乱走
动。陈阿姨道出自己的顾虑：“女儿工作
忙，我也不好意思总是麻烦她。”体验过

“一键叫车智慧屏”后，陈阿姨感叹：“这个
设备操作简单，不要我打字输地址，上车后
再告诉司机目的地就行。屏幕上还会显示车
牌号，方便我找到车子。”

“一键叫车智慧屏”是由上海市政府推
动、上海市出租车统一平台申程出行研发并
执行的试点项目。近日，申程出行还宣布，
从 10 月中旬起，老年人可拨打“114”，代
叫上海全市出租车。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9月，各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已在将近
300个城市开通“一键叫车”功能，累计为
660 多万老年人乘客提供服务 1500 余万单，
各主要平台公司均在APP首页显示“一键叫
车”的功能入口，并且采用了大字体，无广
告，操作流程更便捷，可为老年人乘客提供
便捷的叫车、优先派单等服务。

绿色通道，就医更省心

就医是老年人生活中的高频事项，在智
慧医疗成为潮流的时代，老年人有了新烦
恼：不会网上挂号，怎么办？自助缴费，怎
么操作？……

广东省广州市的张阿婆今年 76 岁，她
称自己年纪大了，学习能力大不如前。“孩
子教过我几次怎么用智能手机，我记性不
好，今天刚学，明天就忘了。”张阿婆说，

“有时反反复复问孩子，孩子也烦。”尤其是
疫情暴发后，进入医院需要出示健康码，这
难住了不少老年人。

2020 年 12 月，国家卫健委印发 《关于
开展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工作的通知》，
提出“畅通老年人预约挂号渠道”，“建立老

年人就医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的适老化
改造在全国加速推进。

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患者余
伯感觉，最近就医过程变得畅通起来。他可
以走老年人“无码”通道，只要刷身份证就
能查到健康码状态，无需操作手机。

门诊楼内外，随处可见导诊人员和志愿
者，他们随时随地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为
减少老年患者就医等待时间，门诊挂号处、
收费处、取药处各设置一个“80岁以上老人
优先窗”，余伯花了大约半小时完成了交
费、取药。“现在来看病，不用担心没有手
机办不了手续，每一步都有人教，真是太贴
心了。”余伯说。

在线下医疗服务适老化改造的同时，线
上医疗服务的适老化也在加速进行。

重庆市的黄阿姨年逾古稀，数年前眼睛
受了外伤，导致视力下降。家人担心黄阿姨
安全问题，平日尽可能陪伴她出行。

一天，孩子上班去了，老伴儿也不在
家。黄阿姨发现健胃消食的药吃完了，她
想，药店也不远，于是就决定独自出门
买药。

“婆婆小心！”还未出小区，黄阿姨就听
到一声喊叫。待回过神来，一辆黑色自行车
一个急刹停在了她跟前。黄阿姨只往前看
路，左右方向视线模糊，没留意左边拐角处
有自行车朝自己这边过来。

这次经历让黄阿姨和家人感到后怕。后
来，女儿想到了网上送药。她给黄阿姨下载
了“京东到家”APP，手把手地教黄阿姨使
用APP购药。“我用的是‘长辈版’，字大看
得清，功能也比较简单。”黄阿姨说，现在
习惯了足不出户购药。

如今，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
主动拥抱老年人。

浙江省台州市的缪奶奶今年 70 多岁
了，子女在外地工作，她平时居住在养老
院。今年8月底，她在台州医院做了甲状腺
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缪奶奶在互联网医疗
健康平台“微脉”上购买了“甲状腺关爱服
务”，“微脉”为她建立了包括主任医生、主
治医生、护士长、个案管理师在内的全病程
管理团队。

缪奶奶年纪大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随后的病理报告告知、术后随访、复诊预约
等，都由个案管理师通过电话告知或帮其完
成。“‘微脉’与30个省份的近千家公立医
院开展了创新服务合作，个案管理师协助医
生，为包括老年患者在内的全人群提供覆盖
诊前、诊中、诊后的一站式服务。”“微脉”
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设施适老，休闲更惬意

公园、广场等是老年人日常遛弯儿、锻
炼的首选。当前，不少地方正在探索对基础
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万寿公园，是北京
市第一座以老年活动为中心的主题公园。公
园里各种适老化设施和周到的服务，在细节
处体现着对老年人的关怀。

走进万寿公园可以看到，园内设施及坡
道均采用舒缓的无障碍设计，设有高低不同
的两层扶手，兼顾老人行走和轮椅通行。

在公园环路内侧及广场周边，有约 400
米长的康复栏杆。今年 81 岁的孙奶奶腿脚
不太灵便，康复栏杆不仅能为她走路提供
便利，还能辅助她完成压腿、扭腰的日常
锻炼。

“这里的设施都很用心，我现在更爱出
来遛弯了。每天动一动，精神也好了。”孙
奶奶坐在椅子上笑着说。

公园的座椅也别具匠心。所有座椅都有
靠背，尺寸高度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椅
子边缘消除了尖角，扶手上可以摆放茶杯和
手杖。

园内另有包括老年门球场、运动休闲广
场、羽毛球场和健足步道等在内的活动空
间。公园门口免费提供热水。在游客服务中
心，还能租借轮椅和拐杖。无论遛弯还是休
息，健身还是娱乐，万寿公园都是附近老人
钟爱的休闲之处。

除了公园，社区也在进行适老化改造。
64岁的李阿姨住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砂子塘街道金科园社区，她几乎每天都在小
区散散步、做做操，但是遇上坏天气，就只
能憋在家里了。最近，李阿姨有了一个好去
处——健身房，一家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社
区健身房。

走进金科园社区健身房，各式各样的健
身设备整齐地摆放着，加长扶手跑步机、电
控等速划船训练器、律动沙发等器材都是为
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设备旁还配有安全防护
设施。

张叔叔是这家健身房的常客，他表示，
这里的设施比其他健身房的更适合老年人，

“受伤的风险小很多，还有专业人员指导，
帮我们进行科学的锻炼。”

老年人在第一次锻炼之前，需要在健身
房的智能健康一体机上完成多项体能检测，
形成在线健康档案。之后，专业人员针对老
年人的健康状况及服务需求制定运动计划，
并根据每天运动效果进行动态调整，帮助老
年人缓解身体机能退化，预防慢性疾病。

目前，全国不少地方建起了类似的老
年健身房。未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有
更多的锻炼场所，安享更加丰富、健康的
晚年生活。

改造升级，居家更安全

家庭环境是老年人居家生活的重要空间
载体，其适老化程度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命
健康和生活品质。桌边棱角磕磕碰碰，地面湿
滑容易摔倒……老年人居家生活如何更安全？

2020 年 7 月，民政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
的指导意见》，提出“顺应广大老年人居家
养老的意愿与趋势”，“增强居家生活设施设
备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随后，全国
各地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举措。

今年 2 月，湖北省民政厅等 8 部门联合
发文，提出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对纳入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脱贫人口范围的高
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
化改造。

9月12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五
里墩街缤纷四季小区，93岁的殷燕秋老人坐
在马桶上，伸出右手拉住墙上的“L 型扶
手”，稳稳当当地站起来，连声称赞。

在民政部门的安排下，4名工作人员花
1个多小时为殷奶奶家安装“L型扶手”、智
能床垫、燃气自动报警器等 10 多项助老设
施，并教会老人如何使用。“这么多东西，
全都免费安装！”殷奶奶激动地说。

自 2020 年起，江苏省政府连续两年将
“开展 3 万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列入年度民生实事。今年4月，江苏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分解工作任
务，落实目标责任。

家住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徐
保中老人今年 80 岁，患有高血压等慢性
病，老伴儿 79 岁，身体也不好。家庭适
老化改造让徐保中老人一家的生活便利了
起来。

“原来晾衣服要拿撑衣杆朝上举，头仰
起来感觉昏昏的，这次改造换了自动晾衣
架，还有遥控器，非常方便。”徐保中说。

如今，徐保中老人家配备了各种适老化
设施：卫生间安装了助浴椅、助力扶手，铺
设了防滑垫；智能药箱到点自动提醒老人吃
药，还附加了紧急呼救功能；床头、客厅、
卫生间坐便器旁安装了一键呼叫按钮……

10月1日中午11时30分，中欧班列火车
司机张晓军和同事刘剑在隔离点领取司机报
单、IC 卡等，准备出乘作业，这是今年以
来，他们开行的第 127 趟中欧班列，也是在
集中隔离点的第 437 天，这个“十一”他们
仍旧在国门下穿梭，不能回家。

今年54岁的张晓军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
间出国班组一名司机，负责将中欧班列从满
洲里国门牵引到俄罗斯的后贝加尔站。等到
中欧班列在俄方换装后，他再把空车拉回满
洲里。

在齐齐哈尔机务段，像张晓军一样担当出
境任务的火车司机只有21人。选拔也非常严
格，首先必须是党员，要担任过三年司机长职
务，获得过劳模称号，技术业务也必须精湛。
拥有 23 年驾驶经验，担当过重点运输任务的
张晓军成为第一批中欧班列出境司机，他有一
本铁路出境人员证明，这是他的骄傲。

满洲里站是我国最大对俄陆路口岸站，
即使是疫情期间，每天经由满洲里出行的中
欧班列也保持在5到7列的数量，为国内复工
复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保障。

从满洲里国门出发，到俄罗斯境内只有
9.8 公里的道路，只需要 19 分钟，可是境外
的铁路线全线都是7.5‰的坡道，冬季大雪天
气，钢轨容易打滑，尤其是俄方的信号机位

置和国内正好相反，机车操纵难度很大，张
晓军要偏着脑袋紧盯右侧信号，快速提手柄
加载，撤砂防机车空转，才能保证中欧班列
的安全运行。

到了俄方境内要配合进行编组作业，最
长的时候，张晓军在俄方停留过十几个小
时，受制度限制，他们只能待在车里，用车
上的电炉做些简单的饭菜。疫情发生后，无
论冬夏，他们都要穿着防护服在车上，夏天
热得一身是汗。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欧班列也没有中
断运行，这些司机每天都要往返俄罗斯，如
果一个司机感染，那途经满洲里口岸的中欧
班列也就中断了。”满洲里运用车间党总支书
记宋国庆说。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出国司机感染风险，
从2020年4月16日起，齐齐哈尔机务段对14
名中欧班列司机实行集中管理，设置集中管
理点，另外 7 人作为后备司机，一旦有司机
感染，能够及时补充，确保中欧班列常态化
开行。

集中管理期间，每班司机要连续出乘一
个月，退乘后再进行为期21天的集中隔离和
独自居家隔离，张晓军说，从去年到现在17
个月，500多天，他隔离了400多天，在家的

时间不足100天，家里啥事也帮不上。
即便是解除隔离，他们也只有 4 天的自

由活动时间，这期间还要参加单位的培训等
工作，所以张晓军把要做的事情写成一张
纸，“给 80 多岁的老父亲洗个澡，给父母做
一顿饭，陪外孙女去公园。”但这张表里没有
给自己留出买东西的时间。

“时间太少了，要做的事太多了，一分钟
都想掰成两分钟过。”张晓军笑着说。

15 个月大的外孙女是张晓军的心头肉，
可是聚少离多，“我走的时候还只会爬，等我
回来了，孩子都会走了，可能我下次回去，
孩子都会说话了。”张晓军虽然笑着，但语气
里透着些许遗憾。

张晓军的父亲也曾是铁路职工，所以对
儿子的工作，老两口没有一句怨言，相反，
还很自豪。

“家里的事，我们从不告诉他，打电话都
是报喜不报忧，去年我和他爸去北京做手
术，就没告诉他，他干这个工作，责任大，
不能分心。”母亲的话让张晓军红了眼眶。

出国班组的司机平均年龄52岁，父母年
龄大，司机们出乘时心中总是惦记，去年，
车间组织 20 余名职工成立了志愿服务小组，
开通了热线服务电话，全力解决出国司机的
后顾之忧。去年 5 月，出国司机姜少波的父
亲去世，姜少波无法回家，是服务队帮忙料
理后事。去年10月，正在集中隔离的张宏得
知母亲突发脑梗，也是车间服务小组及时将
老人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危险。

此外，段里还为隔离点配备了电视、互
联网宽带以及文体设施，让司机在隔离期间
舒缓心情。“咱们不能让这些司机，一面出力
流汗，一边为家事担心流泪。”宋国庆说。

晚上 9 时，张晓军照例和外孙女视频，
摸着屏幕里小家伙儿胖胖的脸蛋，张晓军开
心得像个孩子，还有12个小时，他又要出发
了，可心里却很是自豪。“等外孙女长大，我
会和她说，姥爷曾拉着中欧班列出过国，为

‘一带一路’尽过力，姥爷是好样的！”

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中欧班列上的火车司机
张学鹏

张晓军在出乘中。 资料图片张晓军在出乘中。 资料图片

适老化改造适老化改造，，成为敬老爱老新方式成为敬老爱老新方式
潘旭涛 张怡然 张馨月

10 月 14 日是农历九月初九，中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近年来，适老化改

造成为敬老爱老的新方式。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的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

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

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帮助老

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强调，推动各领域各行业适老化转

型升级。

当 前 ， 各 地 如 何 探 索 适 老 化 改

造？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生活带来哪

些改变？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引入智慧化管理
系统。图为新虹街道一名老人在家中展示紧
急呼叫设备。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在江苏省海安市孙庄街道韩庄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点，志愿者指导老年人使用智
能手机。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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