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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
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获悉，
为帮助精神障碍患者顺利
回归社会，巩固康复治疗效
果，不断满足其多层次、多
样化社区康复服务需求，即
日起区民政局将招募 100

名精神障碍康复患者开展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活
动，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提高
生活自理能力。

本次服务活动将在 2
月中旬至4月上旬进行，凡
市南区户籍的有康复需求、

病情稳定、生活自理的精
神障碍患者，均可到户籍
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社
会事务办公室）现场报名，
或拨打市南区民政局电话
51989130进行报名。

（记者 许瑶）

市南区市南区“特殊患者”可以享社区康复

近日，在海南定安县中
铁·诺德丽湖半岛社区，77岁
的姚汉安正在学习乐谱。从
2019年起，每年冬天，姚汉安
都要带着老伴从湖南长沙

“迁徙”至此。“这个地方鸟语
花香，气温也适合，我们觉得
非常好。”姚汉安说。

如今，像姚汉安这样的
“候鸟老人”越来越多。随着
新型的“候鸟式”养老方式兴
起，政府、市场都开始了探索
和规划，以吸引“候鸟老人”
筑巢。

康养需求驱动老人“迁徙”

来海南之前，姚汉安一
直在长沙生活。但随着年纪
越来越大，心肺功能不太好
的姚汉安，开始了季节性的
流动养老，只为寻找一个更
适宜的地方生活。

记者采访了解到，康养
需求是驱动老人流动迁徙的
一个重要因素。与姚汉安住
在同一社区的王全献今年67
岁，他来海南的主要原因也
是为了养生。

在王全献的小院里，老
人种植了西红柿，还有百香

果等热带水果，鱼缸里几条
金鱼自由自在地游动。“这里
的阳光、空气比老家要好，非
常适合我现在的退休生活。”
王全献说。

为了满足“候鸟老人”的
康养需求，康养中心成了“候
鸟社区”的标配。因为患有
哮喘，91 岁的李振铭把家迁
到了海南三亚海棠湾养生谷
服务公寓。除了钟情海南良
好的环境，李振铭更看重社
区的康养配套。“这里的配套
非 常 齐 全 ，很 适 合 养 老 生
活。”李振铭说。

为“候鸟”完善设施服务配套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
南一些社区、康养公寓“候鸟
型”特征日益明显。为了满
足流动老年人群的生活及养
老需求，机构、社区、街道等
都在调整设施配套，并增加
各种针对性的服务。海口市
有不少长者食堂，以往主要
面向辖区里的生活困难老人
开放。而现在，这些食堂也
成了“候鸟老人”用餐和活动
的场所。

记者了解到，不少“候鸟

老人”来海南过冬，还会带
上孙辈。为此不少养老机
构专门为小孩准备了娱乐
场所。中铁·诺德丽湖半岛
片区工会联合会主席战阴
哲介绍说：“老人需要活动
场所，孩子也需要。为此，
我们专门配备了小孩学习
和活动的场所，不定期组织
各种家庭活动。”

“候鸟式”养老或将成为趋势

随着新型的“候鸟式”养
老方式兴起，目前，多地正在
谋划打造旅居式养老基地，
发展旅居养老产业，更好满
足流动银发族的需求，进一
步挖掘“候鸟经济”潜力。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幅
员辽阔，可以提供多样的栖
息地，对于老人而言，冬天与
春天之间可能只差了一张高
铁票。未来，“候鸟式”养老
或将成为一种趋势。“我们正
在规划建设‘候鸟’人才工作
站，为‘候鸟老人’发挥专业
特长提供舞台，更好地实现
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战阴
哲说。

赖书闻

旅居养老兴起 多地提升品质服务“候鸟老人”

本报讯 夕阳无限好，
人间重晚晴。为更好地回
应百姓“老有颐养”的民生
关切，2 月 21 日，胶州市胶
莱街道陆家村新村居家养
老服务站正式启动。

据了解，服务站位于胶
州市胶平路旁，内设服务大
厅、阳光餐厅、棋牌室、康复
训练室、残疾人工作坊、匠

心工作坊、书画室、理发室、
志愿者小屋等，将为辖区及
周边近300名六十周岁以上
老人提供餐饮服务、文娱娱
乐、康复护理、法律援助、志
愿者服务等专业的为老服
务，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

作为胶莱街道首家科
学分区、功能齐全、环境优

雅的居家养老服务站，胶州
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国栋表
示，下一步将以打造智慧养
老后台、志愿服务舞台、资
源整合平台为目标，不断创
新管理模式，把养老服务站
建设成为老人理想的生活
乐园和弘扬社会公德、展示
精 神 文 明 的 温 馨 驿 站 。

（本报记者）

胶州市胶州市 居家养老服务站扩容

欢迎大家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养老观
察员”大家庭，养老路上遇到任何急事、难事、
烦心事，都可以在群里和我们倾诉讨论。让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活动，一起在养老的路上
感受最美夕阳美！

眼下，我国进入老龄化社
会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以养老服务为代表的中
老年市场将持续扩张，其潜在
的需求点和增长值也吸引了
更多的企业抢滩布局。有人
说，后疫情时代，养老行业也
将迎来飞跃性增长，但在采访
中，大部分中小型养老机构的
负责人对这一说法并没有持
乐观态度。养老方式的日趋

多元化，中小型养老机构必然
将面临较大的运营压力。

对此，王亭忠表示，中小
型养老机构要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在做好特色化养老服
务的前提下，积极应对，以变
应变，而不是以不变应变。

“我们小院也有自己的
优势，因为人少，我们会对每
个老人的情况一清二楚，也

会为老人做到个性化服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
表示，养老院挣得都是辛苦
钱，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养
老，希望能从细化政策入手，
加大对小型养老机构的扶持
力度，从而也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投入进来。

就在刚刚结束的青岛
市民政系统工作会议上指

出，2023 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就是鼓励引导优质养老机
构兼并整合“小、弱、散”养
老机构，培育形成一批“规模
化、连锁化、品牌化”的养老
服务机构。青岛市民政局养
老服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乔先华表示，小型机构如果
存在一定的困难，不妨尝试

“报团取暖”。记者 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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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念里，人老了，就要依靠子女
来养老，不少老年人也觉得，只有跟子女一
起，才能得到幸福和温暖。所以，当一提到
去养老院养老时，很多老人都会表现得很
反感。但是，最近几年，有很多老人思想开
始转变，认为养老院养老才是晚年最好的
归宿。位于莱西市的宏远健康颐养中心就
是这样一家给老人带来晚年享受的康养社
区，住在这里，老人说“比家都好”。

这里住着比家都好

宏远健康颐养中心成为老人的“幸福之家”以特色多元服务成为养老市场的“新奇兵”

中小型养老机构中小型养老机构
““苦练内功苦练内功””待春天待春天

因为血糖不稳定，在家
昏迷的黄秀珍（化名）在年前
被家属送进了位于青岛市市
北区的颐和源爱心护理院。
从那开始，每天测量血糖成
了老人日常护理中必不可少
的一项。“老人的血糖就像

‘过山车’一样，必须每天一
测、甚至两测，根据实际情况
去吃药。”院长万瑛说道。

颐和源爱心护理院成立
于 2013 年，白色的二层小
楼，在居民楼的环绕下并不
太显眼。目前，该护理院共
有70张床位，入住40余名老
人，这些老人都是半自理或
卧床状态。

像颐和源这样的养老机
构为数很多，星点分布于城
市的各个区域。据了解，截
至2021年底，全国注册登记
提供住宿的养老机构39961
个，中小型机构仍是主体。
不过，近年来500张床位的特
大型机构和300张床位以上
的大型养老机构数量增长较
快，在当前形势下，面对2.8
亿老年人、4200万失能半失
能老人的庞大市场，中小型
养老机构又该如何发展？

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几
名老人正在颐和源爱心护理
院大厅内聚精会神地观看着
电视节目，相互交流得并不
多。“在我们这住的，大部分
是周边的老人，他们中，年龄
最大的已有94岁高龄，有几
位老人从建院之初就一直跟
着我们……”说起住在这儿
的老人，院长万瑛是侃侃而
谈，但谈起这几年的经营情
况，万瑛直言“很难”。“这几
年对于养老机构而言，别想
着盈利，能平稳度过就已经
很好了。”

虽然困难，但对待老人，
万瑛却没有一点掉以轻心。

“干养老就是个良心活，要细
上加细，可能和大的养老机
构相比，我们在硬件上没有
那么先进，我们只有在自身
服务、员工素质等方面来提
高，才能留住老人。”疫情期
间，万瑛不顾成本地为老人、
员工加营养，院里的医生护
士也是24小时在线，“政府给
协调开通了绿色通道，能做的
也是为我们做了很多，与其发
牢骚，不如自己去想办法。”

作为一名从事养老二十

多年的老养老人，万瑛坦言
自己还有不少短板，应该与
时俱进学习年轻人的先进思
想。“但养老万变不离其宗，
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老人有家
的感觉，而不是单纯服务被
服务的关系。”

就在记者采访间隙，一个
咨询电话打了进来，万瑛告诉
记者，这位小伙子的父母以前
就住在这里，现在他准备把老
丈人也送过来。“我们这很多
老人都是家属们口口相传介
绍来的，一切为了老人，我们
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好自己。”

作为市级助餐试点单
位，市南区云霄路社区助老
食堂负责人王亭忠年后一直
没闲着。而对于他来说，还
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惠康
老年公寓的院长。

和颐和源一样，今年也是
惠康老年公寓成立的第十个
年头，目前入住的近40位老
人，自理老人占到一半。王亭
忠坦言，养老行业的门槛越来
越高，如果不是一种信念在支
撑，很多养老人可能很难坚持

下去。
2020 年，惠康成立了属

于自己的护理中心，实现了医
疗和养老的有效补充。“疫情
期间，我们是尽最大努力把老
人保护好，在公共医疗资源紧
缺的情况下，我们的药物、治
疗都能及时跟进，最后的结果
还是让我挺欣慰的。”

王亭忠说，后疫情时代，
在无法预见未来疫情怎样发
展的情况之下，拥有“医养结
合”作为加持的养老机构势

必成为长者的一道保护屏
障，中小型机构不可能去照
搬大机构的模式，能做的就
是满足入住老人的基本医疗
需求，在此基础上，可以用开
放的思维去合作，去借助专
业的力量。“下周我们就将和
青医合作开展义诊，对于我
们来说，要自己去找定位，在
服务好院内老人的前提下，
去做一些多元化服务，百花
齐放、各有特色，最终受益的
还是老人。”

力拼服务 赢得口碑

借助外力 多元发展

压力山大 期待扶持

２２

３３

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多吃一些
含有叶黄素丰富的食物，比如说甘
蓝、菠菜、卷心菜、绿豆、蓝莓、芒果和
木瓜，因为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叶
黄素，可以保护人体的眼睛，防止视
力衰减。老年人更应该注意叶黄素
的补充，能够预防老年眼部病变。

许多老年朋友眼部不适都与缺
叶黄素有关，及时补充叶黄素，能保
护眼睛不受到破坏，同时滋润双眼，

呵护眼睛健康,因此叶黄素也被誉为
“植物眼黄金”。

为了帮助眼部不适的读者朋友
及家人，老年生活报康康商城限时团
购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蓝莓叶黄素
酯片6瓶只需99元，由于此次优惠产
品数量有限，活动时间仅限7天，还
望广大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购，售完
为止，谢谢您的合作和理解!不能到
店的读者可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李沧金山皮肤病门诊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2357号（重庆中路与金水路交汇处）
健康热线：0532—686 22222

李沧皮肤病研究所
鲁
医
广
【2022

】
第0915-

259-
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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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的氨糖软骨素是可以自身
合成的，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氨
糖软骨素含量不断降低且不再生成。
等到年龄越来越大，氨糖软骨素含量越
来越少，逐渐出现驼背、走路无力、关节
时常疼痛的现象。

氨糖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蟹壳、
虾壳、贝壳等壳类生物中，软骨素主要存
在于像鸡皮、鱼皮以及鸡、牛与鲨鱼的软
骨内，所以与软骨素比起来，氨糖较难补
充。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将氨糖
从壳类生物中提取出来，更方便补充。

如果你人到老年，骨密度降低，经
常出现不明原因的扭伤、抽筋等现象，
不妨用上氨糖软骨素吧！

为了帮助骨关节不适的读者朋友
及家人，老年生活报康康商城限时团
购海之圣博力氨糖软骨素 3 瓶只需 99
元，由于此次优惠力度大产品数量有
限，活动时间仅限 7 天，还望广大读者
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购，售完为止，谢
谢您的合作和理解!不能到店的读者可
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人到老年增加骨密度 还得用氨糖软骨素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鲁食健广审（文）第251026-02996号

苏建中苏建中((右右))和闺蜜王莹和闺蜜王莹

时国屏时国屏((前排左一前排左一))和母亲等和母亲等

徐燕徐燕（（左三左三））为宏远送上锦旗为宏远送上锦旗

夫妻结伴入住
医疗定制最暖心

今年 70 岁的徐燕跟老伴
郭先生一起住进宏远有一段时
间了，第一次来这里老两口就
被建筑风格所吸引，因为工作
原因，青岛籍徐燕与老伴在南
方定居了十几年，“看到这个建
筑风格，很亲切，有种回到南方
的感觉。”

据徐燕介绍，在宏远最让
老两口暖心的是医疗定制服
务，老两口居住在居家养老区
域，但可以与集中养老区享受
同样的医疗服务，房间内有按
钮，任何时候身体有问题都可
以按钮呼叫医生上门。尤其去
年阳康之后，宏远为所有居住
老人安排了一场免费的“阳康
体检”，“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也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徐燕
说。“当时我们老两口都是无症
状感染者，由于身体没症状，心
里也很放心，但体检结果却不
是很理想，当时市区医院很紧
张，多亏当时在宏远得到及时
治疗。”春节时期，徐燕跟老伴
特意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平日老两口也非常注重
健康，“有时间我还会去这里
的医院进行按摩、针灸、艾灸
等理疗服务，这些都是免费
的。”郭先生说道。

闺蜜“同居养老”
开启乐活晚年

苏建中是青岛人，采访她
时，她正跟闺蜜王莹打牌，几
分钟后她笑着告诉记者，“这局
平了，没得到奖品。”86岁的苏
建中与 76 岁的王莹是多年挚
友，去年11月份两闺蜜一起住

进宏远。每天下午是苏建中最
忙的时候，“活动有很多，农历
二月二时，管家还带我们做了
花灯。”苏建中口中的管家，就
是宏远的特色服务——三大管
家贴心服务，生活管家、健康管
家、娱乐管家。苏建中告诉记
者，快递到了、没水了只需在群
里说一声，管家就给送来了。

去年秋季，苏建中看到宏
远举办的试住活动，考虑到跟
闺蜜正在考察养老院，两人一
拍即合地来到了宏远。刚下车
两人就被这里环境吸引了，“养
老公寓像一个公园，像是到了
江南。”76岁的王莹说道。但是
最让苏建中感动的是洗手间配
备智能马桶，“他们很用心，就
连老人入厕问题都想到了。”

回家后两闺蜜一商量，入
冬之前就来到宏远办理了入
住，两闺蜜在这里开起了“同
居养老”的生活，相互陪伴开
启乐活晚年。

两代一起“养老”
相互陪伴享幸福

“这里不仅像家一样，甚至
比家都好。”说到如今的生活，
67岁的时国屏忍不住夸赞。

时国屏是青岛市莱西人，
退休后不久，他和老伴便带着
母亲去到了广西，一去就是12
个年头。“我们每年都是春天
回来，秋天去，就是现在所说
的‘候鸟老人’”。

时国屏告诉记者，随着母
亲年龄的增长，身体大不如前，
由于不能长途奔波，他们一家
回到了莱西。“母亲生活上已经
不能自理了，但我和老伴年纪
也大了，照顾起来有些吃力，可
能去养老机构就是最好的选

择。”时国屏说，他经过多方比
较，并带着朋友入住体验，最终
选择了宏远健康颐养中心。“这
里把养老、餐饮、娱乐、医疗等
各项服务都融合在了一起，特
别适合我们。”

在宏远，老母亲住在集中
管理区，而时国屏则和老伴住
在居家养老区。时国屏是个
闲不住的人，每天除了去陪伴
母亲外，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书
法、绘画、体育运动，这里的活
动太丰富了，而且还可以和很
多年龄相仿的朋友一起，想寂
寞都难。”时国屏说。

前段时间，老母亲生病，
曾连续三次下过病危通知，正
是宏远的医生和护士的全力
救治和照护，才使母亲一次次
化险为夷。说到这些，时国屏
由衷地感激，“我们会在这里
一直住下去，宏远就是我们两
代人幸福晚年的共同选择。”

记者 臧硕 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