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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共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正当时”

老年人养老，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看病和
吃饭。而对于青岛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来说，这两个条件都能满足。

在位于市北区辽源路街道的福山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康复大厅，记者见到了今年75
岁的李万瑛。李万瑛的老伴突发脑梗死，“出院
后去哪里康复”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和孩子。
按照原来的打算，李万瑛想带老伴到医院康复，
但医院距离老两口的家有七八公里，这一对于
年轻人来说“小菜一碟”的路程，却成了老两口
的“拦路虎”。“直到我们楼长找到我，和我说就
在离我们家不到200米的地方开办了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可以做康复，我悬着的心总算放
下了。有了这个中心，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与李万瑛一样“打心眼里高兴”的，还有今
年83岁的鲁秀妹。2017年，鲁秀妹住进了离家
50 多公里外的养老机构；2020 年 9 月，家门口
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成后，鲁秀妹从住
了将近三年的养老机构搬回了家。在与街道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签订协议后，她从上百
个服务项目里选择了送餐、助浴、保洁、理发、
康复 5个项目。“在家养老，每个月的费用只需
要2000块钱，比住养老院的费用节省了一大块
儿，减轻了我和孩子的负担，我成了这个好政
策的受益人。”

按照规定，青岛运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的养老机构必须具备长护险资质，必须能够
提供包括助餐、助医、助浴、助急等在内的“六
助”服务。记者走进福山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看到，多功能活动室、社区食堂、康复护理
室、长短期托养室、医疗保健室、助浴室、输液
室、中央厨房一应俱全。据悉，该养老服务中
心可为自理、半自理和全护理老人提供个人照
顾、保健康复等多种居家养老服务。

据市民政局测算，签约家庭养老床位后的
费用支出，不到养老机构的三分之一。

受益的不仅仅是老人，还有运营居家社区
服务中心的养老机构，他们从居家社区养老中
看到了养老产业发展的机遇。

“家庭养老床位相当于分解了养老机构提
供的服务项目，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实现个性化
定制、精准化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养老服务需
求。”青岛市福山养老集团办公室主任隋雪飞
说。目前，福山养老集团运营着市北区10个街
道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挨家挨户
摸底排查，他们已经基本了解了老年人的相关
需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蛋糕’很大，作为
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我们有信心将市场做
好，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同样看好未来市场的还有青岛万林健康
产业集团董事长李言涛。作为青岛运营农村
地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主力军”，李言
涛的企业主要为平度市、莱西市的农村老年人
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相对于城区而言，农村虽
然老龄化程度更高，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消
费能力较差等原因，要运营好养老服务中心难
度更大。“相信通过消费市场的培育，以及不断
提升我们企业自身精细、精准服务的水准，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的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李言
涛说。

而对于政府来说，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可以
让老年人花最少的钱，享受到最急需的专业养
老服务，这是沉甸甸的“社会账”“民生账”。市
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乔先华还给记者算了

一笔“经济账”：以一个街道平均有 500
名失能失智老人计算，要新建一所医养

结合机构，除需要土地 30 亩外，还
需要政府补贴约700万元。对于政
府来说，这笔“账”也是沉甸甸的。

政府扶持，市场化运营做大
养老产业

养老服务，是“夕阳”事业，更是“朝阳”
产业。

用“夕阳事业”激活“朝阳产业”，青岛采取
了哪些行动呢？

午饭时间，记者来到位于海口路33号麦岛
家园的金家岭街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前
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我们目前有 3000 多
名会员前来就餐，签订了 160 多张家庭养老床
位。这得益于金家岭街道给我们选址的地方
好、人流量大。”负责运营此处居家社区养老中
心的青岛唯老汇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胡
园园说。

胡园园口中的“地方好”，在崂山区金家岭
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办主任李燕看来，就是能
够有利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长远为街道
上的老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因此，我们选
择了交通便利、方便进出的门口网点房免费提
供给养老机构使用，就是希望中心可以辐射到
更多的老年人。”

按照规定，青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
面积要不低于1000平方米，才能实现其服务助
餐、助医等多种功能。在“寸土寸金”的城区，
由政府免费提供用房，对于养老机构来说，显
得格外重要。

除了为运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找到
“好地方”，青岛更是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要
按照每百户配建 20 平方米的养老服务用房以
满足未来青岛养老服务发展的需要。

在西海岸新区，新区民政局要就小区养老
用房的规划对新建小区的规划图纸提出建
议。“我们的原则是新建小区的养老用房不能
太偏僻，否则老人去不方便。同时建设时不能
太散，最好和小区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设施一
同建设。”西海岸新区民政局民政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宋延斌说。“以我们的新建小区长江新
村为例，沿街的网点房就是养老服务用房，而
且和社区卫生服务、物业、文化站建在一起，距
离幼儿园也是 100 米以内的距离。多功能合

一，对老年人需求的满足就会更多一些，服务
就会更好一些。”

除对运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组织
实行完全免费的用房政策，实现“零”租房成本
外，青岛还通过一次性建设补贴、家庭养老床
位补贴、失能老人签约6.5折优惠、年度考核评
估奖励等优惠政策，鼓励市场主体进入居家养
老服务市场，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市场化
长远健康发展。

同时，青岛还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实施助
餐补贴，并开发上线了全市统一的老年人助餐
服务交易结算系统，老年人到助餐服务机构购
买助餐和送餐服务时，可采取人脸识别或刷社
保卡等手段支付费用，政府补贴资金在老年人
支付费用时自动扣减，简化了老年人登记、签
约、就餐流程，实现“一站录入，全城通享”。这
在让老年人“吃得饱、吃得好”的同时，也吸引
了更多老年人与居家社区养老机构签约。

青岛通过政府政策扶持、市场化运作的方
式，改变了以往只靠政府补贴的模式，让养老机
构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参与市场竞争，使其更
具活力，更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专业服务。

政府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成效已
经显现。据乔先华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全市
共有2.2万名老年人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签约享受助餐送餐服务，共53家专业化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组织投身老年人助餐服务市场，撬
动社会资本投入 3 亿元，促进就业 8000 余人，
逐步形成了政府政策支持下老年人助餐服务
市场化运营的良性局面。

打通“最后一米”，让“好政策”
变成“真红利”

青岛是全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基数大、程
度高、老龄化态势突出的城市之一。据第七次人
口普查结果显示，青岛60岁以上的老年人常住人
口达208.72万，老龄化率达到20.35%；80岁以上
常住老年人口31.3万，占老年人口的15.3%。与
此同时，青岛每年有5万多人口进入老龄阶段。

截至目前，青岛正在运营的养老机构在院
老年人1.6万余人。而自2019年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相关文件出台以来，仅3年多的时间里，青
岛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已为2.4万老年人
提供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其中失能老人约1.8
万人。可以说，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已成为养老
服务的主阵地。如何整合各方力量，将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发展壮大，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乔先华表示，“虽然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发展很快，但相对于庞大的有养老需求的老
年人群体来说，2.4 万人的数量并不是很大。
我们已经选取部分养老服务机构作为基层联
系点，找出堵点，让好政策能更广泛惠及老年
人。”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
到的全是办法。他说：“老年人最需要什么，完
善养老服务的堵点何在，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听
取更多来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机构
以及老年人的声音。”

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关于打通政策
落地“最后一米”的工作，也正在逐步展开。

“以配餐上门为例，老年人的需求很旺盛，
但是我们受制于企业人手不足的现状，对于老
年人配餐的需求很难满足。”胡园园说，为此，
金家岭街道也帮着一起想办法，让机构和社区
楼长、网格员等建立对接联系，发动爱心人士
增加配送力量。

福山养老集团运营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同样面临着上门配餐人手不足的问题。

“我们采取的是和第三方合作的方式配餐，让
我们的服务‘触角’可以触及更多老年人。”隋
雪飞说，虽然目前配送成本较高，但相信随着
居家社区养老市场的培育，签约老年人会越来
越多，届时配送成本会逐渐下降。

最贴近居民的物业企业也开始了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的探索，以便让养老服务的“触角”
触及更多小区老年人。“我们在南岛组团小区
开展了‘早晨七点半拉窗帘’活动，对小区内空
巢独居、高龄等重点老人展开巡查。一旦发现
有七点半没有拉开窗帘的情况，我们就会上门
入户走访。我们还建立了餐饮配送服务，每个
周都会在小区里发布一周菜单，对于有需求的
老年人也提供上门配送服务。”恒福集团办公
室主任唐鹏告诉记者。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去年以来，市
城市管理局积极开展物业企业发展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试点，充分发挥物业企业“常驻社区、
贴近居民、快速响应”的优势，为老年人提供助
餐、助急等养老服务项目，有效破解高龄、空
巢、独居、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难题。目前，
全市共有25家物业企业参与试点工作，服务老
年人数达6000余人，成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
重要力量。

发挥好社区、楼长的基层治理力量，也是
让政策落地的重要途径。作为市北区福安小
区 4号楼 1单元的楼长，现年 67岁的赵桂芝对
楼里 36 户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她把楼上有
60岁以上老人的20户住户宣传了个遍，已经有
9 户老人与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签约，享受到了舒心的养老服务。

“家门口”养老如何省钱又省心？
——本报记者探访居家社区养老的“青岛路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贾 臻 文/图

需要理发、助浴，只需要一键呼叫预
约时间，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登门服务；
荤素搭配合理的老年餐，会在吃饭时间准
点配送到家；如果子女白天上班无法照
料，可以为老人选择日间托养服务……在
青岛，这些专业养老服务已经送到了“家
门口”。

为让208万老年人“垂暮不离亲，养老
不离家”，围绕着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这一
领域，青岛最近一直“大动作不断”。

继在全市实现136个镇街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全覆盖，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由
专业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的城市后，青岛又开始拓宽镇街居
家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围绕
着打造“15分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从
去年开始在村、社区建设养老服务站，让
养老服务围绕老人“身边、床边、周边”转。

作为全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基数
大、老龄化态势突出的城市，青岛该如何
在让每个老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同时，
引导养老事业和服务产业协同发展？在
改革破冰的过程中，又该如何打通“最后
一米”，让养老“好政策”变成惠老“真红
利”？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必答题”。

■长沙小区恒福物业开设助老餐厅，为小区里
的老人提供配餐服务。

■日间托养的老年人在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聊天。

■在街道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托养的老
人成了一起下棋娱乐的
好朋友。

■一对夫妻入住离子女家不远的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方便子女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