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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方紫薇

智能化服务平台
建设没有围栏的虚拟养老院

县域为何是养老产业的
“洼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政策研究中心原秘书长唐钧认
为，当前，县域养老服务的发展
依然滞后，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城镇发展养老服务的成功经验
又很难照搬到农村，存在“水土
不服”。

实际上，当前的养老服务
存在“重城市，轻乡村”的显著
特点。随着农村空心化程度
加深，青壮年鸿雁离乡，家庭
养老功能弱化，农村老人“未
富先老”“未备先老”的情况普
遍存在。

“在县城投入注重资产开
养老机构风险较大，轻资产的
运营模式比较可行。”一位行业
分析师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居家养老才是县域主流。

中国城市报记者调查梳理
时发现，县域老人长期生存在
镇村之中，心理上排斥“有围栏
的养老院”，大多也较难接受高
价的机构托养。与此同时，部
分县域盲目引进大型养老机
构，床位空置率高，导致资源浪
费；也有县域内部养老资源配
置不平衡，有些机构无人问津，
有些却“一床难求”。

县域养老推不动，还是“好
钢没有用到刀刃上”。微利型
的养老行业起步时期很依赖政
府扶持，但政府倾注大笔补贴，
却难打造可行模式，未能盘活
市场，让养老基础设施长期空
转；更有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不
足，无力大量补贴，只能铆力打
造一两个“样板间”，让养老流
于口号与形式。

既然建造有围栏的养老院

行不通，那么建没有围栏的养
老院可行吗？

“虚拟养老院”正是一座
没有围栏的养老院。2013年，
张家港市充分利用现代通信
和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区域
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名为“亲
情养老院”。

今年85岁的张慧芳是张
家港南丰镇的一位空巢老人，
也是张家港市“亲情养老院”的
忠实粉丝。

“遇事打电话，政府帮解
决！”听到永联惠民的护理员亲
切的问候声，张慧芳顿时喜笑
颜开，“儿女不在身边，我以前
过得很孤独。后来，护理员不
仅帮我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还
鼓励我参加社区活动。每逢节
假日，护理员还和社工一起上
门给我过节，一声声‘张奶奶’，
我听着甜到心里去了！”

据介绍，“亲情养老院”的
服务范围广、种类多，又是由
政府买单，只要老人打电话或
在网上操作，就能从容挑选专
业化的养老机构人员上门服
务，通过接派单的模式，最大
程度地减少资源错配。目前，

“亲情养老院”在院总人数
10.87 万人，参与上门服务的
养老企业及社会组织108家，
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等4
大类共 90项服务，总服务人
次突破1000万。

“亲情养老院”也能救人于
水火。“2016年起，民政局就为
全市失智失能的空巢老人配
发智能腕表、无线呼叫器等智
能设备，通过‘亲情养老院’平
台，实现GPS定位、紧急呼叫、
跌倒报警等功能。”张家港市
民政局局长范一明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目前已有多起成
功救助案例，它也被老百姓称
为“救命表”。

孵化本土品牌
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作用

千城千面，县域养老不能
盲目照搬一线城市的经验。

有业内人士指出，发展养
老行业并不能长期依靠补贴，
一是因为经济薄弱县域补贴难
以为继，二是只有政府“剃头挑
子一头热”，缺少成体系的养老
模式，只会让涌入的企业良莠
不齐，“捞一票”就离场，难以形
成健康的市场。

身处县域经济发展高地，
张家港市并未完全依赖政府购
买服务，而是选择推动社区养
老社会化运营，提高本土品牌
的竞争力。

华夏乐龄服务中心就是张
家港市孵化出的本土品牌，理事
长陈叶华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
示：“在县域，企业经常面临老年
产品和服务市场供需不匹配、缺
少产业标准和市场规范、养老专
业人才找不到、留不住等问题。
想要打开局面，必须打造本土养
老产业集群及知名品牌，让本土
养老机构做大做强。”

扶持本土化品牌，政企的
力要往一处使。华夏乐龄服务
中心推进的张家港市2022年
十大民生实事“银发餐桌”项目
就取得良好成效。“不仅制定了
养老服务助餐品牌标准，规范
服务流程，创建了3个标准化
助餐点位，还打造了两个养老
送餐品牌‘德帮送餐’、‘联兴志
愿送餐队’，广受好评！”陈叶华
十分高兴地说。

据统计，华夏乐龄服务中
心的总服务人数年均达到 8.3
万人，服务人次达47.6万，年均
居家护理约9.7万人次、医疗类
护理约3000人次以上。“近些
年，许多外地养老企业与组织
扎根张家港，发挥“鲶鱼效应”，

促进了本土与外部企业的良性
竞争。”范一明说。

此外，张家港市宽松的政
策与营商环境，也为市场化扫
除障碍。

2021年，江苏省民政厅发
布的《江苏省“十四五”养老服
务发展规划》提出，进一步激发
社会力量投身养老服务的积极
性，发挥市场配置非基本养老
服 务 资 源 的 决 定 性 作 用 。
2022年3月，张家港市政府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市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指出，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
场，放宽经营范围，优化市场环
境，减轻养老服务税费负担。

“养老服务是一项系统工
程，政策措施、设施建设、人才
队伍都需要发展过程，不能只
以‘养老+’为噱头，在市场化
上贪急求快，盲目‘下猛药’；
而是要因地制宜，精细治理，
推动养老行业本土化、特色
化、产业化。”范一明认为，张
家港模式对于经济不发达县
域也有可借鉴之处，主要是在
补贴标准、覆盖面、服务项目
上量力而行，鼓励市场发掘更
具活力的“造血”途径。

鼓励制度创新
形成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在张家港市南丰镇永合社
区，83岁的空巢老人董老伯正
接受“时间银行”养老服务，62
岁的志愿者范阿姨第27次替
他洗头剪发。

咔嚓作响的剪刀声，逐渐
勾起范阿姨初见时的回忆。

“自从董老伯的老伴去世后，
他就整日胡子拉碴，不爱见外
人，是志愿服务把他拉出了封
闭的‘壳’。”

董老伯现在喜欢出门溜

达，尤爱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活动。他高兴地表示：“社
区变得不一样了，跳跳健康操，
听听养生课，我感觉很好。”

“时间银行”是个舶来概
念，指的是年轻时志愿从事养
老服务存储时间，年老时提取
时间兑换服务，目前已纳入全
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范围。张家港市自2020年
进行“时间银行”试点，确立11
个镇、区、街道工作站、252家
村、社区服务点，2252名服务
对象，1104名低龄老年志愿者
和76个志愿服务团队，完成志
愿服务数量3.66万个，累计发
放时间币22.80万个。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陈功认为，“时间银行”是低龄
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可调动更
多社区人力资源参与为老服
务，缓解社区老年人非专业化
养老服务需求。

如何把“试点”织成“网
络”？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建
议，总结各地“时间银行”试点
经验，在“时间银行”的运营、管
理、服务时间计量及换算、评价
监督等多个方面编制统一的国
家标准，并建设“时间银行”大
数据平台，为全国通存通兑提
供基础，方便“候鸟式养老”和
异地兑付。

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社
区养老服务在县域蓬勃发展，
说明县域养老服务不宜“迁
徙”，应当嵌入乡镇社区中。专
家认为，这可以降低老年人在
熟人社区交往的成本，为老年
人互助养老提供社会基础，有
效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文
娱活动、情感交流等需求。

张家港市是如何满足多层
次养老需求的？据介绍，对于
中低端养老需求，张家港市对
8个区镇的农村敬老院开展新
建与改造工程，实现公建民营，
湖南普亲、上海夕悦等知名运
营商相继加入；为打造中高端
养老机构集群，澳洋优居壹佰
如意、吉祥家园、澳洋护理院等
重大项目自2015年起陆续投
运，新增养老机构床位近3000
张；为满足失智失能老年人刚
性养老需求，在专科医院试点
认知障碍症照护专区；今年还
将加强与苏州康养集团等头部
企业合作，建设健康养生公寓
及CCRC养老社区，满足康养
旅居需求。

“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发
展普惠式、可持续式的养老服
务模式，让民政民生的养老答
卷更有厚度。”范一明表示，张
家港市正在不断优化机构养老
供给，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建设“10分钟养老服务圈”。

江苏省张家港市江苏省张家港市：：
打造经济发达县域养老模式新样本打造经济发达县域养老模式新样本

虚拟养老院、社区助餐、时间银行、认知症

专区……在江苏省张家港市，精准便捷的养老

服务织成网络，“银发族”们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1年，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

以上人口1.9亿人，我国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

会。而县域作为连接城乡两端的枢纽，老龄化

速度快、经济薄弱，正成为养老服务的洼地。

如何探索切实可行的县域养老模式？有权

威专家认为，经济发达县域应当勇当先行者。

位列2021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三名的

县级市张家港市，正在加快构建多层次的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有温度的江南颐养之城。
江苏省张家港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志愿者陪伴老人散步。

张家港市民政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