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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 州 区 东 胜
街道区域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为老年
人提供康复服务。

日前，记者从市老龄委获悉，
宁波老年人口比例高出全国 7.5 个
百分点，高出全省 2.7 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我市老年人口
基数大、比例高、增速快。2010
年至 2019 年，我市老年人口增加
了 58.31 万 人 ，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4.8%，老年人口比例每年平均提高
0.88 个百分点。

当前我市正处于第一次和第二
次 老 年 人 口 增 长 高 峰 的 间 隙 期 。
2019年，老年人口较上年增长 3.1%，
老年人口比例提高 0.5 个百分点，
均 为 10 年 来 最 低 。 预 计 到 2022
年，老年人口增速相对平缓，2023
年起再次进入快速增长期。

宁波老年人高龄化空巢化趋势
明显。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市 80 岁
以上高龄老人有 22 万人，占老年
人总数的 14.1%，较 2010 年年初增
长 47%。2010 年到 2019 年，我市
低龄老年人口、中龄老年人口和高
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从
3.68% 、 5.32% 、 2.61% 上 升 到
14.61%、7.41%、3.61%。

随着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
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年龄结
构中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此
外，近 10 年全市纯老家庭人口一
直 高 于 30% ， 2019 年 约 57 万 人 ，
占老年人总数的 36.5%。

（陈敏 王佳）

全市80周岁以上
高龄老人已有22万人

人口老龄化虽然对经济发展带
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宁波老年
人口比例能高出全国7.5个百分点，
高出全省2.7个百分点，在某种程度
上也说明宁波的社会经济发达，生
活水平、医疗科技文化卫生水平高，
居住在这个文明城市幸福感强。

金窠银窠不如自己的草窠。受
传统思想影响，很多老人不愿到敬
老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去，
宁肯选择居家养老。对于这些居家
的老年人，我们要丰富供给，不断
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比如，政府部门要出台政策措
施，构建和完善养老服务设施网
络，将养老服务人才纳入教育培训
规划，推进职业教育，缓解专业护

理人员数量上的缺口和技能素质上
的不适应；街道社区要探索创新养
老服务机制，不仅要提供助餐、医
康养、照料等服务，还要提供丰富
的文化教育产品；企业和社会组织
要提供专业化服务，适老化改造是
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在这片领域几
乎是空白；作为子女，则要多回家
看看，有事没事打个电话，不少老
人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情感关怀。
只有全社会共同发力，才能使居家
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逸。

每个人都会老去，让老年人拥
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
未来。今天，我们为养老事业付出
努力，其实就是在照亮我们的明
天。 （李国民）

照亮我们的明天

预计到2025年，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比重将在30%以上——

银发浪潮加速来袭，居家养老如何更适老？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特别是未来
5 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中高
龄，养老照护浪潮扑面而来，居家养
老服务将接受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目前，我市居家养老服务不断
探索创新，陆续建成嵌入式护理
站、老年护理照料中心、长者照护
之家等，这些模式填补了社区照料
在喘息托养、失能老人服务、家庭
护理专业指导等方面的空白，解了
不少老人及家属的燃眉之急。

但从全市情况看，普遍存在专
业护理人员数量上的缺口和技能素
质上的不适应。发展过程中，也遇
到诸多挑战，比如社会上对养老服
务机构仍存在偏见。

业内人士建议，要拓展服务，
结合正在试行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
工作，进一步丰富社区嵌入式服务
产品内容，打造老年人可知、可
选、可及、可用的养老服务包；加
强制度和标准化建设，努力塑造嵌
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安全、诚信、
优质”的服务品质。

老年人最怕的是遭受意外伤
害，譬如意外跌倒。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跌倒是我国伤害死亡的第四
位原因，在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则为首因，而跌倒的主因是居家环
境不适老。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
然不少困难家庭老人已经尝到改造
后的甜头，但目前家庭适老化改造
尚处于行业发展初期，对于庞大的

居家老年群体及其子女而言，这一
新鲜事物有些陌生，导致家庭适老
化改造普及难度大大增加。

要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必须
形成与服务对象规模相匹配的服务
能力，而在当下的宁波市场，想找
到一家能够进行适老化改造设计、
施工的企业很难，这片领域几乎为
空白。

近年来，宁波在社区适老化方
面也进行了诸多探索，如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方便老人出行，小区公共
空间安置凳子供老人休息，制作适
合老人的健康饮食，打造“老伙
伴”慢生活馆等，但与老年友好型
社区的距离仍很遥远。

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方面，
国外近年探索的一些做法值得借
鉴。如新加坡海军社区，公寓内随处
可见扶手、防滑地砖、伸缩式晾衣架
等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无障碍设施，
客厅和卫生间靠墙位置设有紧急拉
绳，社区内还配备可提供门诊治疗、
日间手术的医疗服务等。最令当地
老人满意的是，设计者不仅在细节
上考虑了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和需
求，还设置了诸多社区托儿所、购物
商场等代际公共空间，促进各年龄
层人群的互动，让老年人不再孤独。

老年人拥有了幸福的晚年，后
来人才有可期的未来！居家养老如何
在未来更适老？除了政策的支持和
引导，还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共建。

满足多样化需求
致力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居家养老
需要相关政策支撑、社会力量参
与、爱心人士加持，也需要家庭养
老基础地位的加固，即公助、共
助、互助、自助缺一不可。

为努力打造老年人安享晚年的
幸福家园，我市把居家养老服务发
展纳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督
办事项，连续 11 年将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工程，
并 把 发 展 养 老 服 务 纳 入 对 区 县

（市） 政府的年度目标考核和党政
领导政绩考核内容。

2018 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出
台居家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

《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并制
定 出 台 了 贯 彻 《条 例》 的 “1 +
12”配套政策文件，提出今后一个
时期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七
大 体 系 建 设 ” 和 “30 项 重 点 工

作”目标，明确“八大工程 20 个
重点项目”的三年攻坚任务。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市不仅
建起“一中心、一站点、多网点”
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还全面
织密居家养老服务“保障网”，为
居家老人提供助餐、医康养、照料、
文教等服务，受到老人的欢迎。

水煮大虾、红烧荷包蛋、炒三
丁、咸菜土豆汤⋯⋯10 月 21 日上
午 10 时 30 分左右，奉化区西坞街
道高楼张村老年食堂的饭菜已准
备 齐 全 ， 老 人 们 陆 续 前 来 就 餐 。

“我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平时一
个人在家做饭不方便，现在可好
了，只要拿出 3 元钱，就能吃到三
菜一汤热乎乎的饭菜。”80 岁的周
婆婆一边吃饭一边对老年助餐服务
赞个不停。

民以食为天。我市通过村社老

公助共助互助自助
居家养老服务全面开花

家住北仑区小港街道红联社区
的葛奶奶，平时最爱去的地方就是
社 区 门 口 的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

“这是阿拉的家。”葛奶奶说，到了
这儿，可以就餐、娱乐、健身，还
可以发挥余热，为老服务。

中心设有巧手阿姨爱心工作
坊、“镂月裁云”剪纸吧、香香爱
心理发室、爱心洗涤房等助老服务
室 ， 18 个 分 列 为 公 益 型 、 服 务
型、学习型、文体型和治理型的社
会组织团队集结在中心“幸福来敲
门”为老服务项目中，携手为社区
病残、独居、高龄老人提供送餐、
陪游、医疗、家政、助浴等 12 小
时在线陪伴服务。

“香香爱心理发室”的发起人
赵冬香今年已经 78 岁了，却一直
坚持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免费理
发。这些年，红联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的为老服务项目越来越丰
富，去年引入专业养老服务机构，
建立了嵌入式护理站和长者照护之
家，短期托养、术后康复、日间照
料，都能一站式解决。

“我们整合养老资源，提供为
老服务，搭建志愿平台，不仅给了
老年人安心养老的底气，也帮助他
们持续参与社会活动，激发他们的
自信心和内在活力。”红联社区党
委书记林姗君说。

天蓝蓝，海蓝蓝，面朝象山
港、坐落于薛上岙村的宁海县强蛟
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在做最后的
修缮。“下月正式启用，镇上的老
人很期待。”强蛟镇便民服务中心
主任胡科杰说，为了能让老人健康
幸福养老，该中心康复室、心理咨

询室、书画室、助浴室和食堂一应
俱全，还配置了日间照料室。

目前，全市建有区域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124 个、居家养老服务
站 2938 个，覆盖 98%的社区（村）。今
年年底，随着高山海岛等最后的

“空白地”被填满，我市将实现城
市农村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
覆盖。

为老服务资源的整合，还在于
专业养老机构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牵手”。全市已有 90 余家养老机
构向邻近老年人开展了安全探视、
康复护理、喘息托养等居家养老服
务，仅鄞州区每年接受家院互融服
务的老年人就在100万人次上下。

居家养老的细节，不仅仅体现
在助餐、照护和慰藉等方面，还在
于住宅的适老化。

管道电路重新布线安装，洗澡
间添置了折叠浴椅，马桶边安上了
扶手，走廊上亮起了小夜灯⋯⋯家
住江北区双东坊社区的吴定芳老人
看着这些崭新的设施满心欢喜，屋
内改造后新增的设施，都是根据老
人的需求定制的。

居家适老化改造是为老年人办
实事，“实”在看得见、摸得着、
用得上。今年，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被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我市各地陆续启动适老化改
造，内容涉及“如厕洗澡安全、室
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
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等方
面，并根据老人的个性化需求，做
到“一户一案”。今年全市对 810
户困难老年人实施居家适老化改
造，截至目前基本完成。

康养助餐娱乐
居家养老中心服务齐全

年食堂、中心食堂+社区助餐点、
养老机构辐射、餐饮机构协作、中
央厨房配送等模式，推进老年人助
餐服务有效覆盖。2019 年起，连
续两年将“爱心车轮”老年助餐服
务列入民生实事工作，政府出资为
每个乡镇 （街道） 配置一辆 SUV
送餐车，到今年年底将实现全覆
盖。目前，助餐服务已覆盖全市
2501 个城乡社区，每天约有 1.7 万
名老年人享受配送餐服务。

“填好肚子”，还要“养好身
子”。全市 95%以上的居家养老服
务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
为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上门巡
诊、慢性病管理、健康指导等服
务，签约家庭医生的居家老年人数
约 70 万人。

“过好日子”，也要“找到乐
子”。我市建立居家养老生活照料
服务项目清单，包含生活照料、健

康护理、精神慰藉 3 大类 28 项，免
费为特定人群中的重度及中度失能
老年人、80 岁以上老年人、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中的 70 岁以上老年
人提供可供选择的订制套餐服务，
惠及全市 22 万余名老年人。为每
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 配置一
定数量的文体娱乐设施，并以社区

（村） 为单位，培育组建了 2000 多
个老年文体组织，推进老年大学或
社区老年大学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设立教学点。

我市还推进针对居家老年人的
应急服务。依托 81890 求助服务中
心，建立老年人“一键通”应急求
助服务系统，免费安装到 4.5 万多
户高龄、困难老人家庭，累计提供
各类应急服务 97 万人次。推出老
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已为符合
条件的老年人投入保费 966 万元，
投保人数 24.4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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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 陈敏陈敏 王佳王佳

老年人口基数大、比例高、
增速快、高龄化，是当前宁波人口老

龄化的显著特征。
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市 60 周岁及以上户籍

老年人 156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25.6%；预计到
2025年，老年人口比重将在 30%以上，其中 80周岁及以

上户籍老年人将达到40万人。
居家养老，是宁波养老格局中权重最高的板块，也是

很多老年人的首选养老方式。作为全国首批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我市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初步构建
起以养老服务设施网络为基础，集成老年助餐、便利医
疗、生活照料等多元服务，叠加政策资源人才等多重

保障的养老服务体系。
银发浪潮加速来袭，作为一项系统工

程，居家养老还需持续发力，让居家老
年人的生活更加舒适、更加

安心。

到今
年年底，“爱心
车轮”老年助餐项
目 将 实 现 全 市 乡 镇

（街道）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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