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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如何做好
“一老一小”文章
探寻长效运营“宁波模式”
奋力打造共富城市基本单元

实现听障人士与120的无缝衔接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宁波全市常住人口中，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86.1万，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
为135.2万，老年人中约一半人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减
弱。此外，在宁波市现有户籍人口中，持证听力言语残
疾人有3.5万。这些数据都表明，120文字信息报送和
文字呼叫功能有广泛的需求群体。

为解决宁波市听力言语障碍人士无法独立呼叫
120难题，2022年2月，宁波市急救中心成功对接依众
公益基金会牵头开发的“无障碍急救平台”微信程序，

该平台基于互联网AI智能语音文字转译技术及精准
GPS/北斗定位能力，在不改变原有听障人士及120原
有沟通模式的情况下，实现听障人士与120调度指挥
中心的无缝衔接与沟通。

实现全市无障碍报警功能覆盖

在推广过程中，由于技术原因听障人士的报警信
息无法直接呼入到区县级120急救中心调度台。使得
全市10个区（县、市）中，仅鄞州、江北、海曙三地急救
中心可依托宁波市急救中心通过“无障碍急救平台”直
接与呼叫人对接，给当地听力言语障碍人士发送求救
信号造成了阻碍。

今年8月，宁波市急救中心在收到相关部门的反
馈后，在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下，与宁波电信、第三方软
件公司对接，通过更改呼叫策略方式解决呼叫限制问
题，增加特殊号码呼叫兼容位数等方法，最终实现全市
无障碍报警功能覆盖。

目前，全市的听力语言障碍人士都可以通过微信
小程序进行急救报警。通过微信搜索“无障碍急救平
台”小程序，点击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并将小程序添加

到手机桌面。当需要拨打“120”时，只需要打开小程序
和手机定位开关并点击急救报警即可。电话接通时，
报警人的定位等关键信息会自动推送到接警系统中。
接警员可以通过AI语音智能功能将语音转换为文字，
文字会显示在报警人的手机界面上；报警人可以打字
或通过快捷输入发送报警信息，文字经AI语音智能转
换后，接警员也能够直接听到报警信息，最终实现接警
员与听障人士间的无障碍交流。

“无障碍急救平台”将进一步优化

8月4日，宁波市急救中心会同宁波市检察院、宁
波市残联在急救中心召开120“无障碍急救平台”功能
升级评估会。两名听力言语障碍人士代表模拟体验了
120文字信息报警和文字呼叫功能，并从自身实际出
发提出进一步完善平台功能建议。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根据听力、言语障碍人士使
用反馈进一步优化“无障碍急救平台”功能，提供更便
捷高效的院前急救服务。市残联也会将120“无障碍
急救平台”在残疾人群体中进行推广运用。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宁

宁波120无障碍报警全域覆盖
听力言语障碍人士也能轻松交流

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况，可拨打120电话，这
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但对于语言或听力障碍的人
来说，用语音报警会比较困难。记者日前从宁波
市急救中心了解到，宁波120急救热线已经实现
无障碍报警功能全域覆盖，听力或语言障碍人士
都可以无障碍报警。

“未来社区创建完成后，居民们满意吗？”“长
效运营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为高质量推进我
市未来社区创建工作，宁波市住建局深入未来社
区创建一线开展主题教育走访调研，与社区居民
面对面了解他们最真实的需求，与一线工作人员
促膝恳谈，探寻未来社区长效运营的“新样板”。

岩河未来社区，是此次走访调研的未来
社区之一。与城区老旧小区不同，这是一个
年轻化的社区。社区内有常住居民6300余
人，其中75%以上为中青年群体。

这样的年龄结构下，如何打造宜居社
区？如何打造创业场景？如何补上社区公共
服务短板？随着走访调研，答案一一揭晓。

未来社区创建中，岩河社区聚焦中青年
群体的宜居、创业、社交、配套服务完善等需
求，在单元内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748套；为
吸引人才落户，单元内的潮望悦府小区可享
受北仑青年公寓补贴。

为满足中青年居民对创业空间的需求，
岩河社区整合了辖区2000多平方米的共享

空间。同时，依托博地影秀城的文创园区，围
绕影视产业、新媒体产业等新兴产业，为青年
人带去了更多创业、就业机会。据介绍，博地
文创园内现有69家企业，小微企业占多数。

在博地影秀城影秀金座内，有未来社区
幸福驿站，青年人可以享受到智慧配药服务
——刷好医保卡、选择所需药品，药房内的

“智能机器人”便开始工作，从发出指令到获
取药品，前后不到2分钟。

据工作人员介绍，智慧健康场景，是幸福
驿站中最受居民欢迎的场景之一。该场景以
北仑区互联网医院为基础平台，提供自助微
诊室、云药房、自助健康检测点、体质监测站、
应急救护设备、便民服务点等服务。

中青年为主的社区，如何推动居民安居乐业？

除了中青年为主的社区外，中心城区有
着大量老旧小区。未来社区创建中，这些社
区又是如何做好“一老一小”文章的呢？

位于慈城新城的云鹭湾未来社区，有居
民3114户，总人口9000余人。60岁以上老
龄群体中，随迁人口比例高达40%，老幼同
堂是人口结构的关键词。

为此，在未来社区创建中，社区聚焦“一
老一小”与“运动健康”的重点需求，统筹邻
里、健康、教育、治理、创业等场景建设，构建

“15分钟便民生活圈”，积极探索优教善育、

宜居颐养的全维度友好社区模式路径。
针对社区老年人群体，尤其是背井离乡、

随子女流动的“老漂族”，社区构建起了“老漂
族”支持网络，由社区的党员、热心志愿者发
起“老漂族俱乐部”，帮助“老漂族”融入社区
生活。

镇海总浦桥未来社区，在聚焦“一老一
小”人群需求时，借助物联网、大数据、智能设
备等新技术手段，为社区老年居民构建起集
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等为一体的养老服务体
系，提高了老人的幸福感、安全感。

针对老旧小区，如何做好“一老一小”文章

“这些社区聚焦老年人、儿童‘双友好’社
区建设，持续优化‘养老+托育’服务供给，推
动适老化改造、婴幼儿托育等一批‘幸福工
程’，其因地制宜的创建和开展长效运营模
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市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们也将在走访调研中积极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以实干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社区是
共同富裕的城市基本单元，是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区的有效载体。下阶段，我市的未
来社区建设将进一步挖掘特色亮点，聚焦‘一

统三化九场景’理念，因地制宜，分类落实场
景，打造美好家园示范标杆；统筹规划布局，
坚持民生导向，瞄准社区居民最需要、最紧迫
的问题，吸引群众主动参与未来社区创建，重
点推进‘一老一小’服务场景的落地；聚焦城
市更新，将未来社区理念和要求贯穿到城市
有机更新的全过程，充分发挥服务场景的服
务效能，‘以点带面’激活旧城片区的社区服
务能力。”

记者 周科娜 实习生 陈周怡
通讯员 廖鑫 文/摄

分类落实场景，打造美好家园示范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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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鹭湾未来社区。
←总浦桥未来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