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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
上，老龄化和养老问题成为
代表委员们关注讨论的一大
焦点。

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十
四五”期间，我国老龄人口将突
破3亿人。面对庞大的老年人
数量，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困
境如何破解？居家老人的安全
和健康又该如何保障？为此，
南京市探索“家庭养老床位”已
成为突破困境的路径之一，值
得关注和推广。

2017年9月，江苏省南京
市印发《南京市家庭养老床位
试点实施办法（暂行）》，在全市
铺开建设。

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获
悉，经过4年多探索实践和总
结提升，全市已建成家庭养老
床位 5701 张，相当于建设了
50个中等规模的养老院。

“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投
入一个家庭养老床位的费用，
是投入一个机构养老床位的五
分之一。”近日，民政部副部长
高晓兵公开点赞了这种养老新
模式。

适老化改造先行
服务供给专业化

据了解，目前养老服务方
式主要有三种：居家养老、社
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实践证
明，大多数老年人更偏向于居
家养老。

但是，一旦老人失能或者
半失能，居家养老就难以为
继。如何满足失能老人的居家
养老需求？家庭养老床位给出
了答案。

所谓的“家庭养老床位”，
是指以养老机构为依托，以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为支点，把养

老机构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延伸
到家庭，对有失能老人的家庭
提供适老化改造、专业护理、远
程监测等养老服务。

“首先就是家庭设施和床
位适老化改造，我们会给老年
人的家里安装扶手、烟感探测
器、燃气报警器、人体感应小
夜灯、床头一键呼叫设备及铺
设防滑垫等必要硬件设施。”
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

专业化设施改造完了，还
需要专业化服务供给。

记者了解到，首先在主体
上，南京市明确提供家庭养老
床位服务的必须是民政部门
设置批准的A级以上养老机
构和AAA级以上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其次在服务内容上，要由
机构和中心提供助餐、保洁、代
购、医疗康复等“机构式”服务
套餐，以及与老年人经济情况、
护理要求、服务目标相匹配的
定制“套餐”。

最后是在质量监管上，南
京市明确要求家庭养老床位
服务由第三方开展满意度调
查，且满意率不低于90%。

相较入住集中养老机构
节省费用超30%

今年75岁的肖奶奶住在
南京市鼓楼区，年前因一场意
外导致腿部骨裂，给生活带来
不便。“儿女为我请了居家保
姆，但一个月要6000多元，太
贵了！”提起高额的照护费，肖
奶奶连连摆手。

就在前段时间，肖奶奶签约
了家庭养老床位。这下，她每月
只需花费1000多元，就能享受
到专业的医疗和生活服务。

新的养老体验，让肖奶奶
赞不绝口：“他们24小时随叫

随到。身体不舒服，打个电话
医生就来了，药也可以代拿，还
可以帮忙烧饭、打扫卫生，养老
院有的服务，在家都能享受！”

据南京市民政局数据统
计，南京市现有超过15万名失
能、失智和半失能老人。与此
同时，中档水平养老机构半失
能老年人每月收费在4000元
左右，失能老年人的服务费用
每月基本要超过5000元。

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数据是，
2020年，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
月人均养老金水平为3188元。
由此可见，对大部分老年人而

言，入住养老机构成本较高。
如果养老机构能省去部分

建设和租金成本，那是不是能
向老年人让利？

“每新建一张护理型养老
床位，需投入10万元以上；而
建设家庭养老床位的成本不超
过2万元。”南京市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老年人签约家庭
养老床位的费用，相较入住集
中养老机构，家庭养老床位节
省费用超过30%。

民政部：将制定家庭养老

床位规范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
的上门服务都叫家庭养老床
位，它不能盲目发展，还需要

将其规范化管理。
记者采访获悉，

在南京，想要开设家
庭养老床位，老人首

先要向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
构提出申请；随后，养老服务机
构上门调研服务需求、根据量
表评估确定老人护理等级。

在老人与养老服务机构签
订服务协议后，养老服务机构
才会对家庭养老床位进行适老
化和信息化改造，并按机构标
准提供服务。

“我们要求家庭养老床位
老人与入住集中养老机构老人
实现‘六个统一’，即统一评估、
统一协议、统一服务内容、统一
服务流程、统一人员调度，并把
家庭养老床位的服务监管统一
纳入市、区级信息平台，实时进
行监管。”上述负责人说。

此外，据介绍，家庭养老床
位可享受综合运营补贴，养老

机构收住南京市户籍半失能、
失能失智老人，基准运营补贴
分别按每人每月200元、300
元的标准发放。AAA级以下、
AAA级、AAAA级、AAAAA
级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分别享受
基准补贴的0.9倍、1倍、1.1倍、
1.2倍。

记者关注到，现在家庭养
老床位不仅在南京落地，上海、
广州、青岛等城市也都推出该
项养老服务，通过在家里安装
紧急呼叫器等多项智能设备，
链接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

“下一步要制定家庭养老
床位的规范标准，把它纳入养
老服务监管范围，还要很好地
布局养老服务机构作为支撑
点，并出台政策来支持家庭养
老床位建设，这样才能够有效
地服务家庭养老。”高晓兵
说。（图片由南京市民政局
提供）

南京南京：：把养老院把养老院““搬回家搬回家””

▲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护理人员上门，
为老年人开展生命体征测量服务。

◀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护理人员根据
服务对象需求，送老年人就医。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在世界睡眠日到来之
际，记者展开了一项采访调
查——你的睡眠质量怎么
样？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
候，许多受访者都摇了摇头：

“不太好！”
北京白领杜先生是 90

后，他告诉记者，失眠对他来
说是“家常便饭”，而且不论几
点入睡，天刚蒙蒙亮都会自然
醒，“最多只能睡6小时，醒来
后头昏脑胀不舒服。”

来自山西大同的叶先生
也同样长期经受着睡眠困扰：

“已经对‘安定’产生药物依赖

了，不吃根本睡不着。但就算
吃了药，睡着也在凌晨2点。”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一项
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的
发生率高达38%，与发达国家
相比甚至更严重。

睡不好有哪些影响？《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指
出，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加大患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肥胖
的风险，损害认知功能、记忆
力和免疫系统。

不仅如此，眼下精神类疾
病发病率持续增高，缺乏睡眠
也是帮凶之一。“长期睡眠不足
的人，患抑郁症、焦虑症甚至导
致自杀等风险是普通人的1.4

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
医学科名誉主任孙伟说。

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意识到了“睡得好”和“睡
得饱”的重要性，面对睡眠障
碍，主动寻求解决方案。

喷助眠喷雾、点香薰蜡
烛、吃褪黑素软糖、戴蒸汽眼
罩……这是30岁的张女士每
天睡觉前的必经流程。

天猫数据显示，去年“双
11”期间，购买进口助眠类商
品的人数同比增长 174%。
记者在网易云音乐里搜索

“白噪音助眠”，找到了超过
300条歌单，共计有上亿次播

放量。
此外，还有不少受访者告

诉记者，他们会主动去专业的
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就诊。

孙伟提到，睡眠医学是一
门交叉学科，主要内容涵盖睡
眠的生物学机制和各类睡眠
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评
估、诊断、治疗及预防等。临
床睡眠医学不仅需要专业的
睡眠医师、睡眠护师，还需要
有经验的睡眠技师。

“目前从事睡眠障碍诊疗
的医务工作者多是呼吸科、口
腔科、耳鼻咽喉科、精神科等
学科的医生，并非睡眠医学专
业背景，对识别睡眠疾病存在

一定的偏向性。睡眠专业人
才培养亟待加大投入。”孙伟
建议，政府和医院应制定相关
政策并加大经费投入，以促进
临床睡眠医学相关机构及专
业人才队伍地建立和发展。

此外，孙伟认为，除了人
才培养，诊疗模式也要创新，

“目前我国睡眠医学中心数量
和承载能力有限，多数睡眠障
碍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诊
治；而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地区
的诊疗技术有限，易造成误
诊。”为此，她建议，利用互联
网和实时视频传输等途径，对
睡眠障碍患者尤其是失眠和
睡眠呼吸障碍患者进行诊疗。

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近四成
诊治睡眠障碍专业医师匮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