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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3 日，青
岛市民政局召开推进新时
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暨

“亮绩”“赛季”半年汇报会，
总结上半年工作，查摆突出
问题，明确下步努力方向。

记 者 从 会 上 获 悉 ，上
半年，青岛市民政局全力
推进市办实事任务，550 处
养 老 服 务 站（点）已 开 工
543 处、建成 314 处；大力发
展老年助餐服务，全市已
建成助餐机构 1226 处，共
服务老年人 1016.5 万人次，
相关工作经验获民政部有
关司领导肯定；承担的 50
件人大政协建议提案均已
办理完成；在民政部全国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提升行动项目试点验收中
获评优秀等次；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典型案例入选民
政部典型案例汇编；成功
举办 2024 山东（青岛）国际
康养产业博览会，参展企
业达 168 家等。

下半年，青岛市民政局
将对标省级要求，高质量完
成省厅 2024 年民政重点工
作综合评估任务，落实国家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推进养
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完成
1500户家庭适老化改造，建
成1000张家庭养老床位；对
标市级任务，坚持工作项目
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
化，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爱
老助老五项行动、养老服
务市办实事任务、发展老
年助餐服务、养老服务资
源支持房地产行业发展等
市委、市政府关注的重点工
作任务；对标发展所需，在
居家社区养老、农村养老、
失能老年人照护、养老信息
化建设、康养产业发展等方
面，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
革创新，加快出政策、定措
施、补短板。持续擦亮“暖
心暖胃、好吃不贵”老年助
餐服务、四级养老服务网络
体系、政府政策扶持下市场
化运作机制等品牌，展现青
岛养老形象和风采，满足更
多老年人的需求。

（记者 许瑶）

青岛已建成老年
助餐机构1226处

下 半 年 计 划 完 成
1500户家庭适老化改造

很多独居老人在生活中
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独自在家，遇到突发疾病或
不慎跌倒等紧急情况时，能
否得到及时救助？

当下，不少社区在为老
人应急救助“托底”，但记者
调查发现，以社区为主来响
应独居老人的应急救助模
式，遭遇不少难题。

社区给予独居老人许多
关爱

上海五里桥街道有个
“老伙伴计划”，组织居民志
愿者与社区内孤老、高龄独
居老人结对帮扶。65岁的江
建萍每日都会上门看望 88
岁的顾秀娣。“自己每次都会
叮嘱阿婆，如果感觉不舒服
一定要给子女打电话，如果
情况紧急，让她打给自己。”

在上海，许多社区都有
类似“老伙伴计划”的为老结
对项目。“很多老人遇到状
况，第一时间是向社区求
助。”一位社区干部告诉记者。

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加
剧，纯老家庭的数量也在增
加。“在纯老家庭中，尽管夫
妻两人共同居住，但很多事
情力不从心。社区也要为他
们的居家安全‘托底’。”曹家

渡街道叶庆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周超说。

基层期盼“是否还有更
优解”

记者发现，当独居老人
在家遭遇紧急情况，由社区
来响应，固然能够给予老人
一定的支撑，但也遇到一些
难题。

一位书记向记者讲述
了一件事情：一位居民志愿
者结对一位独居老人。有
一天傍晚，他没有敲开老人
的家门。因为上午见过老
人，所以觉得没什么。可第
二天一早，还是没人应门。
他赶紧通知了社区。原来，
老人前一天不慎摔倒，爬不
起来，也无力呼救，就在地
上躺了一夜。

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居
民志愿者也是老人，由于愿
意做志愿者的小老人数量有
限，一位志愿者往往要结对
三到五位老人。而居委会由
于人手与资源等受限，社区
干部经常感到力不从心。

还有社区干部反映：社
区对独居老人的应急救助，
没有统一的操作手势，处置
全凭个人经验。“独居老人
愿意向居委会求助，是对我

们的信任，但要做到更及
时、更专业地帮助他们，是
否还有更优解？”不少社区
干部这样说。

探索“一键通”“应急中
心”服务方式

近年，上海民政部门与
一些街道通过引入第三方力
量，作为社区干部的帮手，探
索了居家老人应急救助响应
新服务方式。

覆盖最广的是“一键通”
为老服务项目。“一键通”涉
及的内容很多，应急救助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当老人
感到身体不适，需要医疗紧
急救援时，拨通“一键通”，后
台工作人员会“兵分几路”：
一路与老人联系，一路通知
急救 120 前往现场，还有一
路同步告知家属，如联系不
上家属则通过公安110来实
现对接联系。

除此之外，上海一些街
镇探索了由专业人员上门响
应的救助服务。2023年，老
西门街道成立了上海首个街
道层面的“老年人应急服务
中心”，中心全年 365 天、24
小时有人值守。中心接入了
老人家中的报警设备，工作
人员一旦收到老人求救，确

保 15 分钟内赶到老人家中
进行救助。

专家建议：培育更多市
场化力量

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独
居老人、纯老家庭的数量将
进一步增多，应急救助服务
将越来越成为刚需，但目前
此类专业化的服务还太少。

专家建议，政府部门能
否从顶层设计上整合各类
养老资源与养老政策，建立
完 整 的 养 老 社 会 保 障 体
系。如，在日本，有一种职
业叫“照护经理”，就是居家
老人链接养老资源与政策
的枢纽。当老人遇到养老
问题时，就可以找他。如需
紧急救助，老人第一个电话
会打给他，由他作为枢纽做
出相应判断。如老人无家
属，“照护经理”可依据日本
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后续
处置。

同时，市场上的居家老
人应急救助第三方服务也
需进一步完善，除了老人及
家属的养老观念有待改变
外，应急服务的使用便利度
与价格，也是老年人与其家
属考虑是否使用的主要因
素。“应急服务是新事物，市
场还在培育中。当服务老
人数量增加，‘总盘子’做
大，服务成本就可以降下
来。”专家表示。 唐烨

谁来为独居老人提供应急救助
上海探索“一键通”“应急中心”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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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将建社区嵌
入式服务综合体，把包
括养老服务、社区助餐、
婴幼儿托育等 9种服务
嵌入市民家门口。记者
走访发现，目前诸如老
年餐、上门探望、美发修
脚助浴等生活服务在基
层有不小需求。相关方
做足“功课”，满足老人
的多样化个性需求，成
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一
大鲜明特点。

出门出门：：抬腿就能吃饭娱乐抬腿就能吃饭娱乐

上午10点，花家地南里
社 区 养 老 驿 站 里 一 片 热
闹。老年学堂中，70岁的冯
志芹和其他老人一起，在

“老师”的琴声伴奏中合唱
歌曲。一屋之隔，辐射周边
约 20 个社区的老年健康餐
中央厨房里，4 名工作人员
正在快捷地分装老年餐食。

花家地南里社区养老驿
站是望京街道落地的一个老
残深度融合的“嵌入式”样
本，由北京宜适福祉养老产
业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一楼
面积为 300 平方米，设有老
年餐食中央厨房、健康餐桌、
老年学堂、康复理疗室等，二
楼则是包含文化娱乐室、阅
览室、心理咨询室等的望京

街道温馨家园。
“这里功能齐全，10分钟

就到了。”4号楼黄阿姨说，她
今年80岁，孩子有残疾。平
常，她会把孩子送到二层活
动，自己则到康复理疗室按
摩推拿。71岁的呼永安和赵
俊玲则在老年餐桌订了午
餐。呼永安说，此前老人吃
饭十分不便，2年前有了老年
餐桌，解决了老人的生活难
题，“菜的品类多，营养，主要
是干净卫生。”

“阿姨您来啦！”十多公
里外，72岁的贾双苓老人来
到了西城右内西街社区养
老驿站。这家“嵌”在居民
楼间的养老驿站，早已被她
视作了“第二个家”。在老年
餐厅吃顿实惠午餐，到“买不
到柜台”买点小物品，再从便
民小超市选购些生活用品，
在贾双苓看来，解决日常生
活所需，家门口的养老驿站
是最便利、安心的选择。

入户入户：：修脚助浴在家搞定修脚助浴在家搞定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有
不少服务不需要老人抬腿，早
已“嵌入”到了居民家中。

外卖员刚从中央厨房取

餐离开，31岁的社区志愿者
张圣琨也拎着两份老年餐开
始入户。“阿姨，您中午的餐到
了。”老人说，之前自己还能出
门活动，但半个月前腰出了
问题，就只能在家养着，“没有
老伴，没有子女，我有什么事，
都手机上找他。”

“咚咚咚……”午后，敲
门声响起，67岁的黄雄老人
打开房门一看，右内西街社
区养老驿站的修脚师傅到
了。“我跟驿站约好了，就在
家里等着呢！”

修脚师傅动作娴熟，掏
出专业工具，耐心修剪，不到
一个小时，就帮黄雄修完了
脚。足不出户，能有专业的
修脚师傅上门服务，一年以
前，黄雄可不能想象。“我这
左手、左胳膊都不能动，没有
驿站时，剪脚指甲可费劲
了！”四年前，黄雄不幸患上
了脑梗，“自己根本剪不成。”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黄
雄也去过商业门店，但店铺
离得远，价格贵还得排队，
让他望而却步。去年驿站
建成后，黄雄预约了服务。

“现在，凡是老年人不方便
干的，驿站都帮我干了。”几

个月来，除了让黄雄赞不绝
口的上门修脚，从保洁、送
货，到按摩、理疗，他需要的
服务，驿站都能满足。

期待期待：：临时托养仍需临时托养仍需““嵌入嵌入””

尽管如今养老服务种类
日趋齐全、服务质量和效率不
断提高，但还有一些服务，老人
们期待能够“嵌入”到家门口。

多位老人提出，希望能够
在家门口的驿站“嵌入”老人临
时或短期托养的服务。“老人
本身失能或半失能，子女有
事不在身边，我出门就没人
照顾他了。”“可以搁在这儿
半天，我省心也放心。”老人
们说，让社工或居委会人员
帮着上门看望老人问题不
大，但如果想要临时托养半
天、一天，目前面临难处。

对 此 ，有 行 业 人 士 表
示，也考虑过诸如区域养老
服务中心开展老人“嵌入
式”居住。不过，这面临场
地物业资源、人手、收益与
成本的权衡。“需要找到合
适的物业资源，保证私密性
和环境安静，还要聘人，投
入大、风险较高，需要包括
资金等等支持。”李松林

嵌入式服务，如何“嵌”进老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