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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老年友好型社区，何以友好

“三个一”为老服务、建设“5个家”……岛城部分社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各显神通

金色芳华
幸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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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红岛街道西南区域的宿流社区现有居民
4200余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1192名，约占总
人口的四分之一。针对社区老年人的状况，宿流
社区依托红岛浓郁历史传统和孝亲文化底蕴，打
造了“行孝亲民 德承宿流”品牌，深入推进“以孝
治村”，探索出了一条德治治村发展新路径。

为了切实解决社区居民养老问题，宿流社区
设立孝德基金，通过“定额补助+定向补助+走访
慰问+暖心关怀”的方式，积极构建“子女尽责、集
体担责、社会分责、政府负责”的孝善养老格局；社
区还组建了5支志愿队伍，聚焦老人需求，帮老人
办好实事。

“感谢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宽敞的空间，我
和老朋友们每周都来参加文艺活动、有空还能来打
打牌，老姐妹们一块唠唠家常。”今年68岁的张慧
兰告诉记者，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功能齐全，有多
功能活动室、棋牌室、图书室、舞蹈室、茶艺室、心理
咨询室等，室外还设有银龄大舞台、娱乐广场等功
能场所。“活动中心还配备了轮椅、助行器、医疗箱、
老花镜等老年用品，可供老人借用，我们在家门口
就可以进行健身锻炼。”张慧兰说。

为了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社区积极创办老
年大学，为老年人创造更多学习机会，目前参加社
区大学的老年人有500余人，提升了社区老年人
的幸福感、获得感。在社区的鼓励下，社区老年人
积极参加社区文化团队，创建了宿流百乐合唱团、
宿流渔家乐柳腔剧团、宿流社区艺术团等7支文
化队伍，自编自演的《渔鼓唤醒500年》荣获市、区
多个奖项，文化氛围浓厚。

“孝亲周”活动、吃百家近邻饭、各种大型文艺
演出……为了进一步强化“行孝亲民 德承宿流”
社区品牌，2023年宿流社区孝亲文化艺术节，表彰
了社区38名“最美宿流人”和“厚德忠孝老人”，增
进邻里情的同时也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全社区上下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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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老年友好型社区？顾名思义，就是让
老年人在社区生活得舒适自在、充满幸福感。

为了给老年人创造更加舒适、便捷的生
活环境，青岛市积极推进老龄工作，扎实建
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在改善老年人居住环
境、方便老年人日常出行、提升为老年人服
务质量、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丰富老年人
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各有所长。如今的养
老已然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基本生活照料，而
是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

近日，记者走进青岛市各个街道社区，
看看他们如何打造自己的养老服务模式。

2022年7月圆满实现回迁，2023年12月转型为城
市化社区，位于城阳区的下崖社区现有居民2458人，
其中老年人口占比30%。下崖社区通过“一段操、一
堂课、一餐饭”，联系起了社区一个个“小家”，树立了

“家风下崖”文化品牌。
练好“一段操”，不仅强身健体，更能调整心态。

在社区的号召下，每天，老人们都会在钱桌街广场相
聚，做“拍打养正操”。作为一种传统的健身方式，拍
打养正操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有助于调节身心，提
高免疫力，每天一“健”看似是不经意的拍拍打打，其
实每一个动作都有名堂。老人们在广场上求知、求
健、求美，不仅身体健康了，“心”也聚在了一起。

今年70多岁的万瑞云老人与梁秀花老人已经“不
对付”几十年了，二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平时鸡毛
蒜皮的小事得不到解决，天长日久，积怨便难以化解。

“自从开始做拍打操，除了身体素质增强以外，我感觉
我的思想境界也提高了。”万瑞云笑着告诉记者，每天
来广场一练，让她身心舒畅。身体条件允许，自己也想
回馈社区，于是她主动当起了社区志愿者，在参与社区
组织各种公益活动的过程中，万瑞云逐渐认识到了自
己的问题，累积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今年春天，她主
动找到梁秀花聊起了往事，两人在欢笑声中化解了几
十年的矛盾。

“每周来社区上课真是太有意义了，不仅充实了
生活。还能学到不少东西！”原来，下崖社区还有个

“社区老年大学”，在校学员共400余人。这“一堂课”
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从老年人自身的需求和家庭
实际出发，采取多渠道、多类型、多层次的方式开展教
学。目前，培训班已经举办了60多期，教学内容涵盖
国学文化、养生知识、生活常识等多个领域，让老年人
在学校里坐得住、听得进、学得好，在专业讲师的带领
下，学员们既能学知识、讲礼仪，又能唱红歌、做游戏。

“退休以后在家里也没事做，我一看咱们社区的
培训班办得真不错，就来报名参加了。体验下来真是
感触很深，培训班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学到了知识，开
阔了眼界。”今年74岁的张阿姨通过培训班掌握了很
多养生知识，她利用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每天
在家研究营养搭配，根据建议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精神面貌越来越好了。

为有效解决社区60周岁以上老人以及独居老人
的吃饭问题，社区投资 60 余万元改造了社区助老餐
厅——德馨餐厅。餐厅配备工作人员6人，专门从事
采购食材以及午餐制作，社区在城阳区老年助餐补贴
政策的基础上，为社区内60岁及以上老人单独就餐补
贴3元，进一步提升了午餐的质量。“我们社区老年助餐
服务的方式主要包括定点用餐和送餐上门两种形式，
行动能力较好的老年人可以在餐厅定点用餐，餐厅提
供用餐服务；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社区就会通过志
愿者团队，将餐食送到老年人的家中，解决他们的饮
食问题，助餐设备上刷卡完成相应餐费优惠补贴就能
吃上‘暖心饭’。”下崖社区助老餐厅负责人介绍。

香港中路街道五四广场社区位于市南区核心区域，人
口密集，老龄化程度高，社区老人对老年生活水平的要求比
较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也十分迫切。

位于徐州路2号的香港中路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是
五四广场社区以市南区“睦邻家”社区养老品牌文化为主线打
造的创新样板，其中，最具特色的“5个家”服务体系，即公益
之家、膳食之家、医护之家、康复之家、文娱之家，为老人带来
了高品质养老服务。中心内设有社区幸福食堂、康复大厅、康
养花园、街道老年大学、民情茶室等服务场景，并配备了专业
康复医疗和护理服务团队，为社区居民提供“医、康、养、护、
娱”为一体的专业化康养服务和邻里休闲共享空间。

漫步在社区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环境十分舒适。社
区内多个休闲广场和花园内都设置了不少长椅和遮阳设
施，并且间隔并不远，老年人可以在这里散步、休憩、聊天，
享受户外时光。为了方便老年人出行，社区更新了不少无
障碍助老设施，街道上多了连续、平整、防滑的盲道，路口处
设置了方便轮椅通行的缘石坡道。养老服务中心室内的走
廊、楼梯、周边步道两侧都有扶手，卫生间内也配备了带扶
手的马桶和淋浴设施。

“我们社区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配备了专业的医
疗护理人员，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老年病诊疗、上门
护理、生活照料等服务，还设有康复大厅，引入先进的康复
医疗设备和‘社区康复型日间照料’服务模式，由专业人员
针对老年人的康复需求，制定针对性的康复训练计划，同时
配合营养管理、认知干预等手段，帮助老年人恢复身体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五四广场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此之外，养老服务中心还设立了街道老年大学，每天
开展各类老年文化和艺术课程，定期组织举办节日文化活
动，有养生夜市、老友记故事会、重阳游园会等，让社区老人
们在熟悉和温馨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到归属感；中心还配备
了专职的社会工作者，开展“朝夕学堂”系列老年兴趣主题
活动，如短视频拍摄剪辑课堂、剪纸非遗文化传承学习、中
医四级养生课堂等，关注老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提高社区
老人的幸福指数。

五四广场社区形成了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
老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参与等方式，为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全
方位服务。目前，街道内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达到
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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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流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便民服
务，增强老年人生活幸福感。

▲下崖社区文化氛围浓厚，丰富老年
人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