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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养老变“享老”

适老化创新改造亮点多
叶晓楠 白家旭

洗澡有淋浴凳支撑，日常起居有
辅具助力，在家门口的老年食堂能吃上
可口饭菜……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以
适老化改造为抓手，创新方式方法，积
极打造老年宜居环境，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老年友
好型社会建设迈出积极步伐。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
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 2.8 亿，
占全国总人口19.8%，其中65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达 2.1 亿，占全国总人口
14.9%。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社会适老化改造正成为一项重要任
务。适老化改造主要开展了哪些工
作，有哪些创新亮点？本报对此进行
了采访。

家居改造
让生活少些“磕碰”

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是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健康老龄化发
展、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
重要保障。

“改造后，我自己行动方便了，
孩子们也省心很多。”日前，说起家
中的适老化改造，80 岁的胡碧珍老
人非常满意。

胡碧珍是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
桥街道兴洲坝社区温馨花苑小区的居
民，一次意外跌倒导致腿部骨折，此
后行动不便，日常生活由4个子女轮
流照护，对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的需求
比较高。

遵义市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的政策
推出后，经民政工作人员上门宣传，
家属主动向社区申请，老人所在社
区、所辖街道、民政局三级审核通过
后，委托专业团队上门调研分析，确
定了胡碧珍老人家庭养老床位改造的
具体内容。

在此次改造中，将原来的阳台拆
除进行无障碍通道改造，并在有高低
差的部位设计了橡胶坡道，现在老人
可以自己操作电动轮椅外出；在卧室
增加了适老护理床、坐便椅、小夜灯
等辅具，减少了老人夜间从床上掉落
摔伤的风险，也方便了老人夜间如
厕；在卫生间安装了马桶和一字扶
手，方便老人如厕和起身，设置淋浴
椅和L型扶手，方便老人洗浴。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为像胡碧珍
这种情况的老人解决了照护困难，给
老人生活带来了便利和安全保证，也
减轻了家属照护的压力。”遵义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说，目前，遵
义市正积极打造“15 分钟养老服务
圈”，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资
金补贴、市场运作等方式，进一步扩
大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有效供
给，破解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难
题。同时利用养老智慧管理服务平
台，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化、智能
化发展。

居家适老化改造是一项综合工
程，并非简单安装某一项适老化产
品。据福建省泉州市一家从事适老化
改造项目的公司负责人欧鋆灵介绍，
目前适老化改造主要分硬件类、辅具
类和智能类，在当下的改造中，以硬
件类改造居多，如厨房、卫生间防滑
改造，蹲便改坐便，电线线路改造，
安装无障碍扶手等。

“不少家庭容易忽视老年辅具和
智能设备的重要性，”欧鋆灵建议，
有高龄老人的家庭，可以考虑配备手
杖、四角拐或者具备照明、收音机、
报警等多种实用功能的智能拐杖；选
购可以提供定时提醒服务的智能药
盒；失能老人家庭可以购买防褥疮坐
垫、电动轮椅、一键报警拉绳按钮等
辅具和智能设备。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
设司组织编制了《城市居家适老化改
造指导手册》，从推动居家适老化改
造开始，让老年人住得更放心、更舒
心。据了解，该手册针对城市老年人
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在通用性改
造、入户空间、起居 （室） 厅、卧
室、卫生间、厨房、阳台等7个方面
形成了 47 项改造要点，为城市居家
适老化改造提供了系统、简单、可行
的改造方案和技术路径，可以帮助老
年人提高居家适老化改造意识，提升
行业居家适老化改造技术水平。

居家适老“小改造”，承载了老
年人日常生活的“大幸福”，能让老
年人的生活少一些“磕磕碰碰”，拥
有一个安全、便利的居住环境。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动居
家适老化改造，改善设施、改进服

务：民政部等部门提出“十四五”时
期支持 200 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
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
造；上海支持建立全市统一的家庭环
境适老化改造平台，对符合条件的对
象予以补贴；重庆在基层社区持续开
展助餐、助浴、助医“三助”行动，
加快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和居家适
老化改造。在通过居家适老化改造满
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安全和生活
便利需要的基础上，部分地区还引入
了闪光振动门铃等智能设备，同时采
取设置护理床、配置适老化餐桌椅等
措施，丰富居家服务供给，进一步提
升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品质。

老年助餐
家门口吃上暖心饭

一日三餐，四季烟火。小饭碗
里，装着大民生。干净温馨的环境、
营养丰富的饭菜……近年来，多地以
老年人实际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地
搭建起灵活多样的老年助餐服务体
系，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了暖心
饭，尝出了幸福好滋味。今年 7 月，

商务部等 13 部门办公厅 （室） 印发
的《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明确提出，探索发展社区食堂，建立
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

中午时分，走进安徽省合肥市蜀
山井岗镇金湖社区老年食堂，浓浓的
饭菜香扑面而来。食堂内宽敞明亮，
桌椅干净整洁，菜品更是丰富多样：
梅干菜烧肉、炒豆芽、炒青菜、瓠
子，青菜蛋汤……老人们正坐在餐桌
前，享用着可口的饭菜。

72 岁的王奶奶是老年食堂的常
客，几乎每天都来此就餐。“我一个
人住，做饭不方便，来社区食堂吃，
非常方便，每餐吃的花样多，味道也
挺好，另外，充卡有赠送、刷卡有优
惠，价廉物美，很好地解决了我的吃
饭问题！”王奶奶说。

“我们的食谱跟着季节来，菜品
烹饪也讲究荤素搭配，注意营养均
衡。”该社区食堂负责人介绍，该食
堂可辐射周边10个小区群众需求。

像这样的老年社区食堂，已经遍
布合肥城乡。合肥市还建立了老年助
餐服务补贴制度，落实老年食堂、老
年助餐点的建设和运营补贴，根据老
年人经济困难程度等情况适当给予就

餐补助。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
机构，落实税费减免和用电、用水、
用气、用热价格优惠等政策，吸引更
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入老年助餐服务
行动中来。

很多地方的助餐点还通过引进智
能点餐、结算设备，解决老年人在就
餐点排队拥堵、支付不方便等问题，
优化老年助餐服务。一些行动不便的
老人，只需在手机上动动手指，选择
送餐上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腾腾
的饭菜。

早上6时许，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古镇睦邻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开启了一天
的忙碌。收菜、验菜、清洗、烹制……
上午9时，配送餐食准备完毕，配送员
按照“智慧手机订餐系统”小程序上的
订单需求开始打包、分装。餐盒按照预
订份数，分批送入保温箱，随即由配餐
车陆续送往订餐者家中。

中午11时，手提着餐盒、上到8
楼，骑手熟练地把助老午餐送到张阿
姨手中。张阿姨满意地说：“现在手
机上就能点单，十分方便，每天从食
堂送出的饭都能准时送达，收到的时
候都还是热乎的，我们吃得干净，卫
生也放心。”

在张阿姨的手机上，打开“智慧

手机订餐系统”小程序上的云平台，点
击罗店镇古镇睦邻服务中心社区食堂，
上面显示：工作日配送上门，每天套餐
均为16元……从平台上可以看到每一
位老人的订餐时间以及套餐价格。

作为已经实现线上预订餐全流程
管理的街镇，罗店镇采用订餐管理系
统为老龄居民、有老家庭提供线上预
订下单、在线支付充值通道，为保障
为老助餐每一单的安全提供数字化工
具。老人或子女可以通过助餐服务的
线上通道进行按日、按周、按月订餐
操作，订单直接同步在食堂商户管理
后台，由食堂方接单并完成送餐服务
闭环，改变了传统的居委会帮订模式
和预收款结算模式。

同时，考虑到一些老人操作手机
APP系统不熟练，罗店镇提供居村干
部代为订餐的服务，“一键”操作，轻
松实现“一餐热饭”的就餐服务。到食
堂就餐的老人，还可以“刷脸”进行
支付，从而避免了遗失卡片的风险。

“通过‘智能化刷脸+扫码助餐’
智慧化系统的开发，社区长者食堂能
帮助老人享受更便捷的就餐体验。我
们还针对特定人群给予有针对性的补
贴，如 60 岁及以上老人、退役军
人、低保低收入特困人员等均能享受

优惠补贴。”罗店镇社会事业办相关
负责人对本报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
会副主委李国华看来，社区老年食堂
建设应立足“政府办”，鼓励“市场
做”，提倡“社会助”，确保普惠性、
公益性、服务性。比如，将老年食堂
纳入“15 分钟生活圈”规划，采用
场地租赁、引导改造等方式，提高老
年食堂密度；鼓励市场多元化模式，
引导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市
场主体参与经营、管理和建设老年食
堂，通过模式创新，推动老年食堂做
到办得起、办得久、办得好。

数字生活
“银发族”也能上网“冲浪”

“药品说明书的字很小，我和老
伴要经常拿着放大镜看。有时候剂量
调整了，想看看服药有哪些注意事
项，还得找孩子帮忙。”家住北京市
西城区月坛街道的陈奶奶因慢性病需
长期用药，但“字小如蚁”的药品说
明书增加了她了解药品的难度。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升高，老年
用药群体日渐庞大。药品说明书看似
是小事，却关乎患者的用药安全。近
年来，多地对药品说明书的适老化改
造开展探索。国家药监局近期发布了

《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优化药
品说明书管理。

除了对药品说明书进行适老化改
造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
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女保健科的孙
艳格医生另辟蹊径，做出了一个新的
探索。

作为一名多年扎根基层社区医院
的医生，孙艳格擅长诊断妇科和骨质
疏松领域的疾病，经常遇到前来咨询
如何用药的老年患者。

从今年4月份起，孙艳格借助腾
讯智影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
造出自己的数字人分身，输入医嘱的
文字、药品的用药方法、注意事项等
文字内容，只需等待几分钟，便能生
成一条带有字幕、由数字人“孙医
生”播报的医嘱视频，随处方给到患
者，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

在这些数字医嘱视频中，孙艳
格不仅向患者介绍药品适应症、用
药方法、用药频次等关键信息，还
根据患者的情况提醒用药期间的生
活注意事项。通过“文字+视频+音
频”的数字医嘱视频，老年患者看得
清楚，听得明白。老年患者还可以
通过扫码反复观看，让他们再也不
用担心因为记不住用药方式而多次
返回医院咨询。

“我记性不好，经常忘了医生是
怎么说的，有了这个视频功能，我就
能反复观看了。”前来就医的陈奶奶
这样评价数字医嘱视频的功能。

孙艳格告诉笔者，现在她所在
的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几位
医生也像她一样，正在尝试制作数
字医嘱。

如今，随着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
普及，从生活缴费、看病就医到交通
出行、用餐娱乐，智能化操作几乎成
为绝大多数生活场景中的“标配”。
然而，对于越来越数字化的民生服
务，一些老年人操作起来并不熟练。
业内人士认为，数字技术与老年人并
不天然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恰
恰相反，便捷的数字技术可帮助老年
人更好地参与社会活动，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而数字技术加速适老化改
造，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适老化产品更多元。语音播报、
远程协助、方言识别……近年来，工
信部等部门指导组织相关企业聚焦出
行、购物、通信等与老年人日常生活
关联的高频服务场景，深入推进数字
技术适老化改造，取得一系列成效。
工信部还持续完善适老化标准规范体
系，针对手机、彩电等智能终端产品
的屏幕显示、音频控制、远程辅助等
适老化功能，明确了具体技术要求。
持续引导企业开发简便易用的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

在数字出行场景，铁路12306APP
上线了适老化功能，不仅购票界面更
简洁、字体更大，还新增了一键购票
功能。高德地图 APP则在“长辈版”
中将字体放大、优化页面设计风格，
突出公共厕所、医院、银行、超市、
公园等老年人出行常去地点，一键点
击后可显示步行路线及公共交通路线。

如今，在微信上用“大字号”模
式聊天、看新闻，在拼多多上购物，
用“长辈模式”支付宝买车票、交电
费……一些常用的 APP 在经过适老
化改造之后，对老年人更加友好，

“银发族”也能方便地上网“冲浪”。
目前，工信部已指导 1735 家老年人
常用的网站和手机 APP 完成适老化
改造并通过评测。随着数字技术适老
化改造的不断提速，越来越多的“银
发族”享受到了数字生活的便利。

图①：8月30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
道一老旧小区，老年人在经过适老化改造的广场上
休憩。

孙凯芳摄（人民视觉）

图②：6月25日，工作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康居家园小区为老人演示轮椅的使用方法。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图③：5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智慧养老
服务中心的数字监管平台上显示着临安区各地家庭养
老床位服务的实时数据。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④：6月16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两位
老人在装有扶手、防滑地胶的院内行走。

岑 屹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