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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练习书法，中午在助老餐厅吃
饭，下午和老伙计打乒乓球……72岁的
任洪泉在吉林省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的生活，充实且自在。

任洪泉是白城市保平街道果园社
区居民。自从家门口开设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后，他白天到中心活动，晚上回
家享受家庭生活，“托老所”式的社区养
老服务，成为任洪泉和老友们新的生活
方式。

干净整洁的日间照料室、康复室，
设施齐全的棋牌室、书画室、健身室，一
应俱全。临近中午，餐厅里开始弥漫饭
菜的香味。“有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还
可以让服务中心的医生针灸一下，康复
理疗室也会给出医疗指导建议。”任洪
泉说。

这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白城
市保平街道果园社区，共6层楼，主要为
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心理咨
询、体育健身、文化娱乐、日间照料及餐
饮服务。据了解，在当地还有4个社区
综合养老服务设施项目在建，将于今年
12月底前投入使用。

中国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字
突破3亿，中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
度老龄化阶段。面对“银发潮”，中国各
地正在不断探索推广“一刻钟”养老服
务圈模式。

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
九圣祠社区的“幸福驿站”，78岁的闫英
跟着茶道老师学习沏茶、赏茶、饮茶，乐
在其中。据悉，“幸福驿站”是专为老年
人打造的沉浸式休闲颐养空间，健康监
测、理疗调理、营养配餐，在路程不到

“一刻钟”的居家养老服务圈内，老年人
既能享受到居家的便利，又能享受到日
常生活的照料。

记者梳理发现，中国有越来越多的
街道、社区设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北京已建成超过1000家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上海徐汇区建成15分钟“敬老服
务圈”；浙江深化“大社区养老”改革；江
西南昌 11 月完工 18 个“一刻钟居家养
老服务圈”……

可见，中国各地已经实现或逐步探
索构建相应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加速
布局“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李丹

我国“一刻钟”养老服务圈渐呈规模

吃饭、睡觉、看电视……也许这就
是大家眼中的养老院生活，但是在湖南
衡山有这样一家养老院，工作人员带着
老人们唱歌、跳舞、拍抖音，玩出了老年
生活的“新花样”。

入冬以来，尽管天气骤冷，但衡山
康福长寿养老院内却是一片火热景象：
护工们带着老人们正在唱歌、跳舞，一
旁还有人将这欢乐的一幕用手机记录
下来。

“我对拍摄短视频还是很感兴趣
的，有时间就会参与，我觉得非常开
心。”养老院老人阳建凡说。

两年前，康福长寿养老院院
长阳军汉注册了抖音账号，用来
记录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拍
摄的过程中，老人们对录制视频
这一新鲜事儿也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阳军汉逐渐萌生了新的想
法，开始自己创作短剧，并且让
养老院的老人们参与进来，体验
当“演员”的感觉。

“初衷也就是为了让老人家
过得开心，留下一些美好的回
忆。效果也很好，老人家都特别

喜欢拍抖音，很多家属看到父母亲在我
们养老院一起参与拍抖音，也觉得很高
兴。”阳军汉表示。

300多条短视频，不仅记录着老人
们的生活日常，也留下了他们说乐逗唱
的快乐瞬间。虽然没有精美的画面和
内容、没有酷炫的视频加特效，但每个
视频里都传递着一丝丝朴实的温馨和
欢乐。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看到了这群
老人生活有趣的一面，老人们也逐渐找
到了自己晚年的快乐和价值。

赵诗 文雅婷

老年生活新花样：养老院“玩转”短视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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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科技、爱时尚、会享受、肯
消费……与“传统老人”相比，

“60 后”退休群体将为养老观念
和养老方式的更新迭代注入怎
样的新活力？

多彩的“初老”生活

深秋的黄昏，江西宜春明月
山景区的温泉池中，氤氲水雾里
交杂着各地方言，“我们已经来
过好几次嘞！”“晚上泡一泡温
泉，蛮惬意……”

“来此旅游的‘60 后’退休
群体越来越多，而且基本上是
短期游。”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文旅局负责人
陈子巍说，“60 后”退休群体旅
游不拘泥于拍照、看风景，还舍
得花费。

“60 后”王琴芝正在南昌市
老年大学学习吉他、萨克斯、手
风琴，“年轻时很羡慕别人会吹
拉 弹 唱 ，一 退 休 我 就 来 圆 梦
了”。王琴芝说，退休后她变得
更忙了，快乐地忙碌。南昌市
老年大学校长邾更亚说，在近
万名学员中，年龄在 53 岁至 62
岁的“60 后”学员占比最大、达
47.5%，80 多门课、406 个班供不
应求。

刷短视频、网购、追网文……
伴随着互联网普及一路走来的

“60 后”更容易获得“触网”的快
乐与便捷。今年 62 岁的南昌居
民王美华向记者展示她的短视
频账号“俊美水兵舞”时喜不自
胜：“我已经发视频作品 1100 多
个！”从公司退休后她便教人跳
水兵舞，发短视频成了她的闲暇
爱好。

“不一样”的“60 后”退休
群体

江西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
处长肖守渊认为，“60后”逐步进
入老年后，人们对老年群体的认
识、应对、接纳都会有所改变。

“无论是知识、财富、眼界、
阅历、能力，还是生活习惯，‘60
后’与此前的老人都有很大区
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
学系教授翟振武说：“即使是没
有读过大学的，他们也普遍有
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造就了
开阔的眼界和全面的能力。”

“60 后”南昌市民王晓媛经
常与朋友结伴旅行，她说：“养
老内涵随时代发展变得更加广
阔，退休是我们职业生涯的终
点，也是我们人生第二段好时
光的起点。”

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新的生活追求催生新的养
老需求，多元化的新型养老方式
正从“60 后”身上获得突破。如
何精准深耕银发经济的蓝海，扩
大养老供给，构建老龄友好型社
会，是一个大课题。

肖守渊说，可以为“60 后”
退休群体打造出“在路上的银
发经济”。“全国只要有 1/10 的
老人一年有几个月在路上，餐
饮、交通……市场可观，而这块
光靠个体旅行社零打碎敲是难
以做好的。”他认为，针对老年
人营养的配餐服务及相关产业
也是很有前景值得关注的。针
对“60 后 ”退 休 群 体 求 知 欲 旺
盛 ，但 老 年 大 学 普 遍“ 一 座 难
求”的情况，受访人士认为，可
在加大投入扩大老年教育资源
供给的同时，依托社区、乡镇现
有资源就近施教，办好家门口
的老年教育，也可引入社会力
量办学，鼓励老年人自发组织
办学等保障城乡“60 后”退休群
体老有所学。

翟振武、肖守渊等人士认
为，“60 后”退休群体普遍有较
强的责任心、时间观念和执行
力，善用他们，为老有所为量身
定做就业服务可形成一股强大
的力量。同时，也要健全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保障老年人劳动
就业权益和创业权益。

李美娟、贾伊宁

“60后”退休群体撬动
“不一样”的养老服务业

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进
程加快，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
陪诊师悄然兴起。陪诊服务满
足了一部分人的现实需求，但由
于缺乏监管、准入门槛低等原
因，有的机构或人员以“陪诊”之
名行“黄牛”之实，妨碍医疗公
平。陪诊行业健康发展需要监
管和行业规范同步跟上，才能更
加规范安全。

陪诊服务方便患者

“早上与客户会合前，我就
做 好 了 准 备 工 作 ：到 医 院 取
号 、给 客 户 买 早 餐 。 客 户 到
了，我就带着他排队、面诊、缴
费、检查、取报告、取药，直到确
认完成所有程序，将客户送上
车，陪诊服务才算结束。”小刘
一年前辞去了医院里的行政工
作 ，做 起 了 陪 诊 师 ，他 团 队 中
的大多数人也都有过医院工作
经历。

据 小 刘 介 绍 ，一 般 需 要 陪
诊服务的有三种情况：一是陪
同 就 医 ，主 要 是 老 年 人 和 孕
妇 、带 孩 子 的 年 轻 妈 妈 等 ；二
是 代 替 问 诊 ，主 要 是 外 地 患
者 ；三 是 跑 腿 ，因 为 各 种 原 因
没 法 来 医 院 的 患 者 也 会 找 小
刘帮忙。

陪诊平台运营模式

记者了解到，目前陪诊平台
有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一些机
构、公司招聘陪诊师，统一培训、
分配工作、发放酬劳，服务质量
相对有保障；还有一种是类似外
卖平台的经营模式，即开放平台
供大家注册，自主接单陪诊。在

第二种模式中，无论是否具备相
关职业技能，只需在平台注册就
能够提供陪诊服务，有的并不能
真正提供便利，反而可能导致各
种服务纠纷和后续问题。

记者采访时发现，很多网络
平台都能预约内容相似的陪诊
服务，但价格却相差巨大。服务
价格一般根据陪诊的难易程度、
时间长短调整，难以量化，全由
服务提供方开价。定价权完全
掌握在运营者手中，平台可以利
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控制服务价
格。各平台无须相关资格证书
即可经营，定价、管理标准不一，
为陪诊服务市场增加了很多不
确定性。

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
员会委员许泽玮表示，有关部
门应加快构建完善医疗服务体
系，尤其是完善老年医疗护理
服务体系，加强对不法诊疗行
为和不规范医疗平台的监管和
整治。同时，鼓励医院通过提
供上门就诊、实现患者分流、增
加职业人员数量、提供网络就
诊等新型诊疗方式等，主动提
高医疗服务能力。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
授邓勇建议，一方面应构建职业
陪诊企业认证与资质管理机制，
明确行政监管主体，着重从职业
技能培训、服务收费标准、服务
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规范；另一
方面应推动形成陪诊行业自律，
通过市场发展、政策引导“两只
手”推动陪诊行业良性发展。

史一棋

推动陪诊服务行业良性发展

问：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养老院可
能会经历什么？应该做什么？

钟鸣：养老院的防控措施其实没有
降级，工作人员还是相对闭环管理，或
者说他们已充分做好个人防护在社会
上走动。但一旦出现缺口，养老院的
格局和居住密度就决定了它很容易
被大面积感染。

养老机构一定要摸清楚老人的疫
苗接种和合并基础症情况。如果还
有时间，老人能接种疫苗还是要接种
疫苗。

问：即使闭环管理也很难防住。那
闭环管理的目的是什么？

钟鸣：我觉得是要坚持到高峰过
去。一方面赢得时间，能够打疫苗，建立
一定程度的免疫屏障；一方面是医疗资
源相对充裕了，真有什么事情不会遇到
资源挤兑，能按照正常救治流程去救治。

问：一旦有老人感染，养老院首先
要做什么？

钟鸣：做好症状监测，和居家治疗

是一样的。但养老院有工作人员，会更
专业一些。如果监测到老人的情况有
变化，要及早送医。在我们医疗资源没
有挤兑的情况下，救护车能叫到，及时
送医也能做到。

问：转运过程也有风险。

钟鸣：所以说是要看情况转。现在
允许轻型和普通型居家，如果只是感染
了，没什么症状的恶化，就不用转了。
如果监测到症状变重，需要医疗资源，
那肯定要转院。

问：这种监测是普通的养老院工作
人员就可以完成，还是需要专业的医务工
作者？

钟鸣：普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其
实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对老人的情况非
常熟悉，老人一旦情况有变或者恶化，
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另外就是对重
症倾向的指标做一些简单的监护，比如
我一直强调的测温和测血氧（指尖血氧
仪监测）。如果氧饱和度好的话，那肺
应该还可以，如果你肺受到了侵袭，有
变成重症的倾向，氧饱和度就会下降，

通过指氧仪就能及早发现。

问：养老院还需要准备一些其他的
东西吗？比如呼吸机。很多老人家里
都买了呼吸机。

钟鸣：一些简单的监测仪，能监测
血压心率心电就可以了。真正需要使
用呼吸机，还是要在医院，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不正确使用呼吸机会增加死
亡率。我一直推荐大家买血氧仪但是
不提倡买制氧机，我是觉得你都需要吸
氧了，你还在家里扛着干什么呢？为什
么不去医院呢？

问：是否可以备一点辉瑞的新冠口
服药？

钟鸣：担心老人是可以理解的，但
这是给有变成重症倾向或者是有重症
危险因素的脆弱人群感染后使用的，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问：你提到过，熟悉老人情况的护
工对老人非常重要，不要轻易改变老人
的环境。就这点，能具体说说么？

钟鸣：举个例子好了。有大量失能

失智的老人，因为吞咽障碍没法自己吃
东西。实际上长期卧床的老人，肺炎就
是出现频次最高的死亡原因，因为吞咽
功能协调不好，会呛到气管里去。

那常年护理的护工，就知道要用多
快的速度、多大一口来喂，能照顾这么
长时间，说明他们已经摸得很熟了。但
如果换成医生或者护士来做，特别是在
二级防护的情况下，本身医护人员对外
界的反应就可能迟钝。如果在这种细
节上，喂饭的节奏没掌握好，那老人就
可能呛到，出现肺炎。

问：听起来养老院需要很大量的人
手，要做病症监测，日常的护理也不能少。

钟鸣：这是当然的，但具体这个
比例我们医生没法给出建议。现在
医院也逐渐出现人手不够了，同一时
间感染会造成人员集聚和医疗资源
的紧张，这就是我们担心的医疗资源
挤兑。

咬牙坚持过未来几个月里可能出
现的感染高峰，根据病毒的传播规
律，疫情就会平稳，社会生活就能真
正回归日常。 杨楠

疫情期间对老年人的精准防控，对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十分重要。近日来，国家卫健委及多位
专家学者呼吁，要尽一切可能延缓老年人群体感染的时间，最大程度减少第一波疫情高峰中老年
感染者的数量。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针对奥密
克戎疫情中养老院可以怎么做，国内与新冠交手最多的重症专家之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钟鸣结合自己的经验给予了回答。

应对奥密克戎 养老机构怎么办
专家：闭环管理撑过高峰 重在科学监测与护理

热点关注热点关注养老聚焦养老聚焦

陪诊师小刘陪诊师小刘（（左三左三））正在排队取药正在排队取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