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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墅村“爱心食堂”开张。 （余姣姣 摄）

北仑探索打造“全域化适老化暖心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多方合力，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余姣姣 王禹 记者 厉晓杭

“李大哥，来，试试用力握住我的手，看看最近锻炼的效果怎么
样？”李大哥已经中风多年，儿女常年在上海工作，一年半前，行动不
便的他住进了位于红联社区的北仑区小港街道福寿康老年照料中心。自
从来到这个幸福之家，李大哥的日常生活有了专人照顾，康复训练也不
用再跑到医院去做了。

小港街道福寿康老年照料中心是北仑区政府和复旦大学联合开展的
政产研学战略合作项目之一，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一门式社区为老服务
体系”，是我市首个“医·食·住·行·养·乐·学”一体化康复型日
间照护中心。

近年来，北仑区大力推进养老服务系统性改革，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坚持医养融合发展，构建“全域化适老化暖心
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营造更安全、更智能、更舒适、更便捷的老年
人生活环境，着力打通为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截至 2020 年年底，该区共建成居家养老服务站 280 个，其中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 11 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72 个，覆盖率 100%；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 197 个，覆盖率 100%；城乡社区 （村） 老年人爱心食堂 54
家，配餐服务已覆盖 224 个城乡社区，覆盖率 90%以上。

“幸福来敲门”是北仑区着力
打造的为老志愿服务品牌。多年
来，该区为 80 周岁以上的病残、独
居、高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安全
守护、康复保健、精神慰藉、文化娱
乐 5 大类 10 大项目的服务，让时光
在老人面前放慢了脚步，得以尽享
天伦之乐。

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北仑区结合实际不断创新，探索多
样性、整合式、智慧型养老服务模
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过上幸
福的晚年生活。

北仑区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签订社会养老服
务政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居
家养老领域合作；出台《关于全面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以解决高龄、失能等老年
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为重点，对居
家养老工作进行全面谋划；构建以
区、街道、社区（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为支撑，区老年协会、社区社会
组织为依托，为老志愿服务为补充
的三级联动机制，开展各类居家养
老服务⋯⋯针对不同区域居民对
养老服务的不同需求，北仑区民政
局着力培养创新主体，打造了多样
化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满足居民
个性化养老需求。

去年，北仑区在小港街道红联
社区探索“1+X”整合式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为全市首创。在承接原
有居家养老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该
区与社区医院、志愿者团队、心理
咨询组织、剪纸社团、艺术团队合
作，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康复护
理、健康管理、认知症预防筛查及
照护指导，通过探索创新载体，打
造整合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截至
去年底，已为社区 157 名老人提供
了护理康复服务。

走进小港街道福寿康老年照
料中心，理发室、活动室、剪纸室、
心理咨询室、护理室、长期照料中
心一应俱全。中医调理、专业疗养、
免费理发等多种多样的服务，大大
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活动自
如、身体健康的老人，可以在这里
与朋友聊天、阅览书报、做手工、品
茶休闲；独居、空巢老人短时间没
人照顾，可以来这里，由日间照料
中心专人照顾；重症老人、失能老

人可以住在这里，由专业护理人员
照护。除此之外，这里的陪护人员
还提供陪就医、陪出行、上门照护
等为老服务，并定时上门为老人进
行全方位身体评估⋯⋯

“我们借助‘幸福来敲门’志愿
服务品牌，与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居民在这里既能享受康复活
动、助餐服务、陪就医陪出行等基
础服务，也能享受专业的个体照护
和健康护理。今年，我们准备把服
务辐射到周边社区，让更多老年人
能被更好地照顾。”小港街道福寿
康老年照料中心负责人王建英介
绍，该中心以“日间照料+中短期
托养+社区服务”为核心内容，由
社区统筹，中心提供技术和物资，
志愿者队伍协助，共同打造综合康
护服务功能模块。根据核心内容，
该中心设立了 3 个主要功能区，分
别发挥不同的作用。

通过近 1 年的调查走访，该中
心汇总了红联社区 337 名老人的
健康档案，包括饮食、过敏史、病
史、二便、牙齿、睡眠、皮肤等方面，
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信息被详细
记录在册。“我们非常认同社区提
出的精准化服务要求，建立数据库
能让我们及时掌握老人的身体状
况，从而提供与老人需求相符的养
老服务。”王建英告诉记者。

据介绍，红联社区的“1+X”整
合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已逐渐步
入正轨，为社区打造“一门式社区
为老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将康养
结合服务理念、全程康复照护模
式、国际标准管理体系、智能信息
管理系统整合在一起，实现“老有
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智 慧 养 老 是 未 来 养 老 新 趋
势 。 为 此 ， 北 仑 区 创 新 “ 互 联
网+养老”新模式，开发建设智
慧养老平台，建成了集老年人基
本信息和养老服务资源信息于一
体，管理和服务功能兼备，区、
街道和社区 （村） 三级互通、数
据共享的养老服务平台，促进社
会养老服务供需对接，逐步推进
老 年 人 智 能 监 护 服 务 。 截 至 目
前，该区已通过平台为 13236 名
居家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向户籍
高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 1147.92 万
元，发放率达 100%。

擦亮为老志愿服务品牌
探索“全域化”养老服务模式

“爱心餐荤素搭配，营养又干
净，一个月只收 350 元钱。”梅西
村的一位老人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在北仑区梅山岛，爱心食堂实现了
全覆盖，让 200 多名老人的一日三
餐得到保障。

随着年龄增长、行动不便，部
分老人吃饭成了难题。为此，北仑
区于去年开展“膳行北仑”公益助
餐活动，广泛动员爱心企业、公益
团体、热心人士参与爱心食堂结对
助餐，通过北仑慈善网络平台，13
家爱心企业和团体捐助了 147 万元
资金，解决了爱心食堂的经费难
题。截至去年底，北仑区建成爱心
食堂 54 家，为 2000 多名老人提供
送餐服务。

去年，省、市、区共支出约
5000 万元用于北仑区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整合更多社会力量进入养

老服务领域，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服
务设施社会化运营比例逐年走高；
先后引进上海福寿康、杭州蓝谷、钱
江养老等一批专业化养老服务公
司，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实现了
80 周岁以上户籍老人每月 3 小时免
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全覆盖⋯⋯为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北仑
区通过增加财政拨款、整合社会资
源，不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该区还借助申洲公司中央厨房
资源，打造居家养老服务的爱心大
食堂，实现老年人送餐服务的社会
化运作，提高老年人送餐服务的覆
盖率。通过“统一采购、统一制
作、统一菜单”，降低运营成本和
食品安全风险，提高老年人的用餐
质量。目前，申洲爱心大食堂第一
站高塘区域站已投入运营，用餐老
人的满意度很高。

为2000多名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打造“暖心化”养老保障体系

去年，北仑区民政局邀请专业
的社会评估机构对 57 户生活困难
老年人家庭进行一对一指导，开展
适老化改造入户评估。通过对老年
人生活能力、室内环境和辅具配置
等进行评估，综合各项指标为其提
供最适合的改造意见和个性化辅
具。

改造前期，北仑区创新“菜单
式”设计模式，一户一案进行个性
化定制，这在全市尚属首创。改造
所需资金由政府补助，每户家庭适
老化改造补助标准最高为 1 万元。
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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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方面的功
能，该区将改造工程分解为 58 个
菜单项目，大到几千元一张的高级
居家护理床，小到十几元一个的开
关、小夜灯，都可按需组合。此
外，该区充分利用 VR 技术，在手
机上动态展示设计全景图，让老人
和家属提前感受适老化改造的设计
效果和功能体验。

这些家中接受适老化改造的老
人中，90%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病、
呼吸道疾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为此，该区民政局在施工设计时充
分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减少施
工噪声、施工污染等带来的影响，
保证老人的休息时间。

为更贴心、更高效地开展改造
施工，该区综合考虑老人身体状
况、户内外环境、房屋结构、穿管

走线等因素，充分考虑改造期间老
人的生活起居问题，制定“图表
型”施工方案、“一户一案”项目
书、“即改即住”时间表，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缩短工期。
同时做到 3 个 100%，即被改造家
庭 100%住在原起居住所、100%尊
重老人家庭意见、100%按要求改
造到位。

与施工改造的难度相比，辅具
适配要求更严、标准更高，需依据
前期评估测量的老人身高、体重、
坐深等数值进行配置。针对 6 名肥
胖老人的生活需求，该区民政局加
急定制了特殊型号的洗澡椅，确保
改造顺利实施。而这只是北仑规范

“精细化”服务流程、切实打造暖
心工程的举措之一。

白峰街道上阳村的王守岳是一
名四级肢体残疾人，其妻亦患有重
病，几年前唯一的儿子去世，让这
个困难家庭雪上加霜。没有其他经
济收入来源，老夫妻靠低保金生
活。在不影响老人正常生活的前提
下，工作人员对老人家中的厨房、
卫生间等一一进行了改造。“设计
很人性化，改造后，我们生活更方
便了。”王守岳老人满意地说。

自改造工程开始，该区实行了
全过程质量管理，开通适老化改造
服务热线电话，建立每月回访制度，
确保施工监管、辅具安装、服务保障
精细化，力争做到让每个改造家庭
都满意、让每位老人都住得舒心。

一户一案个性化定制
实施“适老化”养老设施改造

基层智慧平台基于“居民画
像”得到的大数据进行运作。大
数据的精准性、实时度，直接关
系到智慧平台的应用能否真正落
到实处、走进人们心中，也直接
影响了基层社区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

在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甘 泉 路 街
道，幸福甘泉智慧社区信息化管
理平台的数字应用，以动态数据
管理模式实现了数字精准服务社
区，在生活数字化领域解决了基
层社区养老、就医、助餐、出行
安全等多维度的难点、痛点。

2020 年年初，甘泉路街道建
立了覆盖辖区 4.5 万余户居民的一

户一档信息化家庭档案，并逐步
建立“街道-居委会-个体”三级
社区常住人口数据库，目前共有
居民信息数据 115751 条。

这样的“活”数据库，切实
将 数 字 “ 云 上 ” 服 务 送 进 了 社
区 。 在 甘 泉 路 街 道 的 长 新 居 民
区，一名居委会干部发现有老人
摔倒，老人因紧张无法回忆起家
人的联系方式，只能报出自己的
名字和住址，居委会干部通过平
台手机端查到了老人家属的联系
方式，一边拨打 120 一边联系家
属，大大缩短了基层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理时间。

（厉晓杭 整理）

智慧养老
破解基层养老难题

小港街道福寿康老年照料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了解老人的康复效果。
（王禹 厉晓杭 摄）

小港街道福寿康老年照料中心为老人提供足浴服务。
（王禹 厉晓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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