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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幸福养老，，让让““夕阳夕阳””更美更美

“ 爷 爷 奶 奶 ， 来 ， 热 乎 的 饭 菜 ！” 每 天 中
午，奉化区蒋家池头村 80 多岁的王国尧夫妇俩
都会准时出现在一个名叫“孝膳堂”的老年食
堂，食堂的志愿者会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他
们桌前。

“ 这 里 的 菜 又 实 惠 又 好 吃 ， 每 天 都 不 重
样！”老人说，自打“孝膳堂”老年食堂开张，
他们一顿都没落下。

实惠、美味且令人放心的“孝膳堂”老年
食堂是近年来宁波市养老服务走深走实的一个
生动缩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 龄 化 国 家 战 略 ， 发 展 养 老 事 业 和 养 老 产 业 ，
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

我市民政部门积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将一个个政策、一项项改革转化为老百
姓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的 工 作 成 果 ， 让 “ 幸 福 养
老”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

“范阿姨，起床啦，把关节活
动一下。”每天清晨，月湖街道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小
郭都要给范阿姨做腿部按摩。1
个月前，79 岁的范阿姨刚做完心
脏手术，需要静养。家人担心老
人长期卧床会丧失行动能力，就
把范阿姨送到离家不远的海曙月
湖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康养服务是月湖街道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一大特色，中心突

出 “ 托 养 ” 和 “ 照 料 ” 两 大 服
务，为月湖街道及周边有需求的
老人提供个性化标准照料托养服
务和日常生活照料服务。

康复治疗师小郭根据范阿姨
的情况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康复
训练方案，从躺到坐，再到下床
活动，1 个月下来，范阿姨的身
体恢复效果肉眼可见。

舒适的环境、明亮的 房 间 、
专业的护理人员⋯⋯北仑霞浦敬

老院自拆后重建以来，床位从 60
张增加到 140 张，另配备护理床
位 60 张，目前入住率高达 75%，
一改当前敬老院“一人难留”的
局面。

据了解，2022 年，我市民政
部门实施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提质
增效工程，全面排摸、系统梳理
全 市 2979 家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站） 基本情况，推动养老机构新
（改、扩） 建 30 家，完成投资约

3.9 亿元，推动农村敬老院改造提
升 25 家，目前已完成改造 13 家,
推 动 我 市 养 老 服 务 由 “ 可 及 可
感”向“优质优享”转变。

截至目前，全市 187 个乡镇
（街 道）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
2792 个村 （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
站 已 遍 布 于 宁 波 市 的 各 个 乡 镇

（街道）、村 （社区），打通了全
市 15 分 钟 “ 为 老 服 务 便 利 圈 ”
最后一公里。

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健全网络：：：：：：：：：：：：：：：：：：：：：：：：：：：：：：：：让“家门口养老”成为现实

老 人 想 吃 饭 了 ， 只 要 用 手
指 点 点 手 机 ， 就 有 机 器 人 把 饭
菜送到房间；老人忘记吃药，护
理 员 会 自 动 收 到 消 息 提 醒 ⋯⋯
2021 年，海曙区广安养怡院和宁
波移动合作，将 5G 技术运用到
养老服务领域，携手打造了我市
首个 5G 智慧养老院项目，数字
化赋能智慧养老后，老年人的生
活更加安全、舒心。当前，我市

已有海曙区广安养怡院这样的智
慧养老院 13 家。

与 此 同 时 ， 我 市 以 数 字 化
改 革 为 契 机 ， 持 续 探 索 “ 互 联
网+养老”新模式，信息化、智
能化的养老服务正陆续走进老年
人家庭，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
来更多可能性；持续推动智慧养
老 产 品 的 推 广 和 应 用 ， 为 全 市
3064 户 老 年 人 家 庭 安 装 智 能 水

表、跌倒报警、生命体征监测等
智 能 设 备 ， 守 护 老 年 人 居 家 安
全 ； 持 续 完 善 “ 甬 易 养 ” 智 慧
养 老 平 台 建 设 ， 绘 制 全 市 养 老
机 构 点 位 和 老 人 分 布 “ 两 张
图 ”，“ 甬 易 养 ” 智 慧 养 老 平 台
核 心 场 景 “ 护 理 学 堂 ” 入 选 全
省 民 政 数 字 化 改 革 八 个 优 秀 应
用之一⋯⋯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

‘甬易养’智慧养老平台开发建
设，推广使用上门服务、老年助
餐、安全巡检等核心应用场景，
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养老服
务模式。同时，将加快推进智慧
养老院建设，确保所有的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配备无感服务智能终
端，并逐步向居家养老服务站延
伸。”宁波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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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
是每个老年人家庭的真实写照。
今年我市 167.5 万名老年人自理能
力 筛 查 评 估 结 果 显 示 ， 全 市 失
能、部分失能老人达 13 万人。

为破解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照护难题，市民政局将目光瞄准
家 庭 养 老 照 护 床 位 。 10 月 份 ，
市 民 政 局 、 市 财 政 局 联 合 印 发

《关 于 开 展 家 庭 养 老 照 护 床 位

建 设 的 实 施 方 案》， 旨 在 加 快
构 建 以 健 康 养 老 为 核 心 、 家 庭
照 护 为 支 撑 、 专 业 机 构 服 务 为
依 托 的 家 庭 养 老 照 护 体 系 ， 通
过 家 庭 适 老 化 改 造 、 信 息 化 监
测 、 专 业 化 服 务 等 措 施 ， 真 正
将 专 业 照 护 服 务 送 入 老 年 人 家
庭 ， 着 力 提 升 我 市 老 年 人 养 老
服 务 的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 。 截 至
目前，全市已增设 673 张家庭养

老照护床位。
86 岁的李爷爷就是这一政策

的受惠者。李爷爷患有老年痴呆
症多年，长期瘫痪在床，生活无
法自理，李爷爷的女儿也因为长
期 照 顾 老 人 而 感 到 身 心 俱 疲 。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真是解放了
我们的双手，我们做子女的放心
又安心。”有了家庭床位后，李
女士连连感叹。

老年人的需求在哪里，服务
供给就跟到哪里。据了解，针对
失能失智老人日趋增多、护理型
床位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的趋势，
我市扎实推进养老机构护理型床
位、认知障碍专区床位和家庭养
老 照 护 床 位 “ 三 张 床 ” 建 设 。
2022 年，我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
位占比从 58%提升至 60%，新增
认知障碍专区床位 963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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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依托广安养怡院，积极
探索“院居家融合”服务运作机制，
在全省率先编制区级、乡镇（街道）
级康养联合体建设规范，以示范型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及村社养老服务
机构为主体，以专业化养老服务为
依托，将高标准康养服务由机构向
家庭延伸。

海曙区：院居家融合服务运作机制

江北区在慈城镇打造“1+6+28”
全域养老体系，推进城郊一体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1个5A级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辐射 6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养老机构），带动28个村级养老
服务站点，全力打造 15分钟养老圈，
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康复、托养等多
层次、多样化的家门口服务。

江北区：城郊一体养老服务体系

镇海区聚焦认知障碍老人照护
难题，构建以“认知障碍康养照护
联盟”为核心，以“精确化支持+
精准化网络+精细化供给”为基础
的 “1+3” 认 知 障 碍 康 养 照 护 生
态，从组建专家联盟、构建照护

网络、培育专业人才、开展人群
筛查、制定标准手册等多方面着
手，打造覆盖科普宣导、筛查转
诊、早期干预、照料支持、友好
环境支持的全链条认知障碍康养
照护体系。

镇海区：认知障碍康养照护体系

鄞州区积极打造以“服务找
人”为设计依据的“鄞龄智慧养老
系统”，试运行“一键助餐”“一键
助学”“一键入住”等应用场景，下一
步将重点打造“一键照护”“一体

服务”“乐活银行”等应用场景；
升级区级家院互融中心为“鄞龄养
老数字生活馆”，打造集养老监管
数字化、智能养老装备展示、老年
人能力评估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

鄞州区：鄞龄数字系统

北仑区围绕医养机构、养老机
构、社区居家三个载体，融合医、
康、养三大元素，创新构建“急症
快医、慢病细养、失能近护”三位
一体的医康养服务体系，高标准建

成 8 家康养联合体，为急难重症、
慢病康养、失能照料三类不同需求
的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的医康养
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难、康
复难、照护难等问题。

北仑区：医康养融合

奉化将推进城乡老年人助餐服
务作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关键举
措，充分激活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等多方力量，建立完善“中心食
堂+老年食堂+助餐服务点+送餐入

户”的多层次助餐服务体系。“老
人付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捐一
点、菜园供一点、志愿者助一点”
（“五个一”） 运营模式，成为奉
化区老年助餐的亮点名片。

奉化区：共享老年食堂

余姚聚焦农村独居老年人养老
难题，开展以家庭自助、邻里互
助、社会共助多种形式结合的居家
养老服务新模式——“三色管理服
务”模式：将老年人群根据身体、

年龄和家庭状况划分为红、黄、绿
三色人群，实行一人一档、动态管
理 。 目 前 ， 全 市 有 265 个 村 实 施

“三色管理服务”，惠及 3 万老年
人。

余姚市：三色管理模式

慈溪健全特困对象集中供养长
效机制，实施全市敬老院综合改
造转型升级工程，改造后扩增养
老床位 300 张、改造护理床位 400
张；确定市城区社会福利院、市

社会福利院和新浦镇社会福利中
心 （精神病智障类特困对象集中
托 养 机 构） 3 家 机构为定点托养
机构，全市特困对象集中供养率
超过 98%。

慈溪市：特困供养长效机制

宁海启动养老服务“宁好养”工
程，以黄坛镇双峰片区为试点，整合
民政、卫健等多个部门及各类公益组
织力量，有效提升高山地区各项养老

服务能力，实现“膳养+康养+医养+
工养+艺养”五养结合；强化经营能力
提升，努力实现财务平衡，打造可持
续、可复制的农村高山养老模式。

宁海县：“1+N”高山养老服务圈

象山抓住居家、社区、机构三
大服务阵地，探索“集体建设、无
偿居住、旧宅收回、配套服务、公
益扶持”的农村集中式居家养老服
务，在 157 个村设有 2741 套农村集

中式居家养老公寓，实现“离家不
离村、离亲不离情、养老在乡村、
享乐家门口”，为破解农村养老难
题、创新社会治理提供“象山样
本”。

象山县：山海颐养

见习记者 伍 慧 通讯员 梅 薇 文/摄

北仑霞浦敬老院为老年人举行生日派对及母亲节插画活动北仑霞浦敬老院为老年人举行生日派对及母亲节插画活动。。

奉化区岳林街道中心食堂。 鹤来轩养老服务公益团队为独居老人送餐，送上端午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