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
出，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居家
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
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着力发展街
道（乡镇）、城乡社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
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
老服务。

近年来，各地着力加强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网络建设，在县（市、区）、乡镇（街道）
层面发展具备全日托养、日间照料、上门
服务、区域协调指导等综合功能的区域养
老服务中心，扶持培育连锁化、品牌化、规
模化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创新发展
社区助餐点、老年餐桌、社区日间照料、家
庭养老床位、养老顾问等服务模式，从而
更好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受访专家表示，构建“一刻钟”养老服
务圈，意味着将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
人的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在走路一刻
钟的时间范围内，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
医疗保健、社交等养老需求。此类养老服
务既保留了居家养老的优点，又拓展了养
老服务的范围。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网络建设。指导各地根据人口分
布、老龄化水平、发展趋势及资源布局，在
区县层面打造一批层次清晰、机构衔接、
功能互补、区域联动的示范性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网络，实现辖区内老年人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能力全覆盖，构建‘一刻钟’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圈，让养老服务聚集在老
年人身边、家边、周边，提高服务精准性、
便捷性、可及性。”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
负责人说。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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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养老
如何让老人更放心、更舒心？

“我们不在身边，时常担心，老人感到孤单怎么办，万一摔倒晕
倒怎么办。雇人照护也还是不放心。”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李女
士向记者道出了对老人居家养老的担忧。

李女士的母亲已经80多岁，独自居住在青海省西宁市，身体
还算硬朗，能够自理，一日三餐也由社区食堂提供。但，母亲越来
越大的年龄，以及1600多公里的距离，还是让李女士放心不下。

居家养老是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现实选择。为了让老年人
在“家门口”幸福养老，各地区各部门不断推出老年助餐服务、适老
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但从整体看，我国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实际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差距。

居家养老的背后需要多少力量支撑？如何让老年人居家养老
更放心、更舒心？记者对此展开采访调查。

“家里老人患病卧床，不能自主进食，
日常照护是一个大难题。退休以后一直
由我照顾老人，深感自己照护能力不足，
况且有时还要照看孙女，时间长了身体实
在是吃不消。”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
路街道滨东社区居民任女士的话，说出了
现在很多家庭在照护老年人时最担忧的
问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有时候我也想着把老人送到专业
的养老机构去，但咨询了几家养老机构，
照顾失能老人的费用每个月在1万元左
右，经济压力很难承担。如果请护工上
门，每个月的花费至少也要 6000 元，而
且好点的护工不开高价根本抢不到，如
今只能自己先扛着。”任女士无奈地说。

破解这一难题，意味着要为失能老
年人居家养老提供更为精细化的照护服
务。这些年，为让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
更安心，民政部围绕失能老年人居家养
老的堵点、痛点，指导各地持续推进特殊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截至
2023年年底，全国累计完成改造148.28
万户。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也更加规范。
2023年，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首个国家标

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发布，
合理界定服务范围，规范供给主体资质
条件及供给流程内容要求。《老年人居家
康复服务规范》对居家康复服务的基本
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
改进等方面进行规范。《老年人助浴服务
规范》对入户助浴的基本要求、服务流
程、风险控制及意外事件处理等方面进
行规范。

在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马营镇渭水
苑社区，惠生活养老服务中心颇受附近
老年人欢迎。中心负责人陈巧艳介绍，
中心一楼有阅览区、棋牌室、乒乓球室，
二楼有舞蹈室、书法室、绘画室等活动场
所，院子里可以打羽毛球，每天都有老人
在这里活动，“中心还成立了社区老年大
学，邀请市老年大学的老师开设声乐、绘
画、舞蹈、书法和古筝课，居住在附近的
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课
程，充分享受快乐的晚年生活。很多老
人都说，在中心住下后，都不想离开”。

今年 72 岁的郑奶奶是渭水苑社区
合唱队成员，她常和队员们到中心演
出。“我觉得‘惠生活’这个名字的寓意特
别好，就是要提醒我们老年人要‘会生

活’。”郑奶奶说。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

长金李认为，要想更好地实现居家和社
区养老，最根本的是要让老年人不用离
开熟悉的生活环境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
养老服务，推动养老变“享老”。但当前，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还面临不少挑
战。以“医养结合”为例，很多居家老年
人都患有慢性疾病，需要更精细的照护，
但往往，社区只掌握着居家老年人的数
量、家庭成员状态等信息，却忽视了居家
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就医状态等。这就
导致居家老年人会面临送医不及时等风
险，仍需政府积极牵头，探索多样化服务
模式。

对此，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进一步丰富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形式。在社区层面重点发展短期托
养、日间照料、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
务，大力发展助餐、助洁、助浴、助行、助
医、助急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鼓励引导
连锁化运营、标准化管理的养老服务机
构依托社区向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护、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专
业服务，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支持。

在记者采访中，很多老年人表示不
管是在家还是去养老院，都希望能得到
专业的照护。

年过八旬的赵爷爷患阿尔茨海默病
已有3年，找到专业合适的照护人员一直
是赵爷爷家人心里的头等大事。

在得知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可以为患有认知症的老人提供
专业服务后，家人将赵爷爷送到了这
里。“赵爷爷喜欢独处，摆弄老物件，一个
人能坐一下午。”中心护理人员王淑英介
绍，对于赵爷爷这样的认知症老人，护理
人员会通过做游戏、触摸物体等疗法来
帮助他们提升认知功能。

“太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了，不仅义
务帮我家老伴做康复理疗、心理疏导，还
免费为我们清洗空调。”日前，家住重庆
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富力社区的赵阿姨
紧紧拉着社工小卓的手表示感激之情。

原来，已年近七旬的赵阿姨因老伴
脑梗瘫痪，需要 24 小时在丈夫身边照
顾，“我都很少出门，就连买菜也不敢走
远了”。

得知情况后，重庆即善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制定了“康复理疗+生活照料”服

务计划，组织专业康复师和护士、社工介
入，定期为赵阿姨的老伴提供情绪疏导
及家政清洁等服务，还帮助其恢复了一
些肢体、言语功能。如今，他的手臂、腿
部已经能够缓慢伸展，甚至能够借助行
走辅助器独立站立以及用简单词语来表
达自己的意思。赵阿姨的心理压力和照
护压力也得到了极大舒缓。

近年来，得益于各地努力打通养老
护理人才职业上升通道，不断提升养老
服务业整体水平，养老服务人才发展环
境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养
老服务人员在从业时仍面临很多现实
问题：薪资待遇低、社会地位和认同度
低、家人不支持等。“身边人总说你有
手有脚干什么不好，给老人喂水喂饭不
嫌丢人吗？类似的偏见深深伤害着大
家的工作热情。”一名养老护理员无奈
地说。

记者联系到曾毕业于某学校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我
们这个行业目前所能拿到的平均薪酬较
低，工作强度很高，再加上和老人打交道
往往需要更多耐心，因此我的很多同学
在毕业后都选择了从事其他工作，只有

少部分同学会坚持到养老一线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相关部门已

经认识到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
强，并加快了相关人才培养的步伐。比
如，2023 年，民政部组织召开全国养老
服务工作表彰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会议，授予 99 个单位“全国养老服
务先进单位”称号，授予 195 名同志“全
国养老服务先进个人”称号，进一步激发
各地推动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江苏省印发《江苏省养
老护理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在全
国率先试点建立省级养老护理专业技术
职称体系。此外，不少地区也对具有中
等职业教育或者高中学历、专科及以上
学历的养老护理员给予入职补贴和岗位
津贴……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
究员党俊武建议，破解养老服务人才供
给难题，需要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共
同努力。一方面，要完善人才激励政策
和拓宽人才培养途径；另一方面，要鼓励
地方探索将行业紧缺、高技能的养老服
务从业者纳入人才目录、积分落户、市民
待遇等政策范围加以优待。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养老服务应满足多样化需求 更好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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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使用智能自动分饭机盛米饭。

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志愿者
（左一）在为老人
端饭。本版图片
均为新华社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