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助式养老指的是专业养老
社工组织在社区开展工作，以唤
醒和提升老人生命活力作为养老
的第一要素，通过运动、饮食、
起居与情绪管理形成系统的健康
生活指导方案。靠动员老人互助
和伙伴式陪伴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和落实健康指导方案，在康复身
心上取得良好效果。

通过发起成立互助社，带动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以互助
的方式解决社区养老问题。借助
精准评估分析需求，以数据库建
立为依托，链接爱心服务商等社
会资源，提供各项居家养老服
务。为社区居家养老提供低成本
运营和深度满足需求的互助式的
系统解决方案。

什么是互助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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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把人们参与公益志愿服务的时间存
入“时间银行”，日后自己需要服务时
可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接受他人
提供的同等时间但可以是不同类型的志
愿服务，这就形成所谓的“时间银行”。

目前，我国已有10余个省市成立了
“时间银行”或类似互助养老组织，有的
“时间银行”及其类似公益助老已成为该
区域积分养老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结合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符合多数老
年人的养老意愿前提下，通过设立“时
间银行”养老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弥补
现有机构养老资源的不足，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尽量延长老人社区生活时
间，与居家养老形成良性互动。同时激
励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推动建设充满爱
心和关怀精神的互惠社会与和谐社区。

“四堂间”服务村民互助养老

沪郊奉贤区探索以社区养老为突破
口，形成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把“家
门口”的养老服务作为乡村振兴的“必备
项”。

“四堂间”是农村互助式社区养老的
一个创新做法，利用村里闲置宅基房屋，
改造成“吃饭的饭堂，聊天的客堂，学习
的学堂，议事的厅堂”，为本宅基单元或
村民小组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化娱乐、
精神慰藉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农村老年人乡土情深，“不出村
口、就在家门口”是他们“安逸养老、
快乐养老”的基本“底线需求”。农村

“四堂间”的养老服务新模式，就是体
现了这个针对性。凡是宅基范围内有需

求的老年人，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
天、说说身边的趣事、讨论讨论村里与
大家有关的各种事情。再引入第三方的
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参与“四堂间”的
运营管理，为老年人排出丰富的“活动
表”，让他们体验更多的乐趣。

目前，“四堂间”社区养老服务的
布局，在奉贤已覆盖了一半以上的行政
村。

此外，上海奉贤还尝试把民宿旅游
与农村居民“家门口”式养老结合起
来，加快建设村里的养老社区，引入长
期护理险、居家养老、长者照护等服
务，让村里的老年人在“家门口”的养
老机构里“住得近、住得起、住得惯”。

“时间银行”养老模式显温情

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目前 60
岁以上的老人约有3亿，如何养老成了
家庭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每
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的 《关于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意见》 在“推动居家、社区
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条款中提出，
大力支持志愿养老服务，积极探索互
助养老服务。

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互助养
老”的概念、定位以及发展路径、空间
和前景如何也备受关注。

不久前，首届创新社区互助养老模
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众多专家、
学者、一线从业者共同探讨“互助养
老”这一新型社会养老服务模式。

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学与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妮娜认为，互助养老应该
称为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核心是有组
织地发动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

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闲置
人力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提供
服务。其重点在于如何把互助养老组织
或经营起来，包括寻找资金和建立组
织、服务、评估机制等。

刘妮娜称，互助养老应该是一种由
政府推动，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资金、
组织、服务等参与的社会养老服务供给
方式，它应与家庭养老一道构建基础性
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

刘妮娜也提出了目前中国互助养老
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对互助养老的
理论认识不统一、资金可持续性不足且
缺乏有效监管、各类组织间没有形成联
动合作机制、互助队伍稳定性不足且年
龄结构偏大、互助服务缺乏有效的管理
评估机制等等。

在中国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多元
化的趋势下，在部分养老机构“门
槛”偏高，以及中国人所固有的“家

园情结”之下，“互助养老”无疑是深
受大众喜爱的模式，但国家发改委社
会司司长欧晓理称，作为一个新兴的
社会养老模式，互助养老未来如何发
展，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
结。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孙鹃娟指出，互助养老模式应该与志
愿行为、抱团养老、邻里互助、志愿
服务相区分，厘清它的边界，目前它
还存在一个依赖政府资金又强调社会
力量的“悖论”。中国民政部原基层政
权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时浩认为，志
愿者的帮助和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
务有“助”无“互”，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互助。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称，发
展互助养老模式，需在构建养老服务体
系整体框架下研究其地位与作用，从目
前的情形看，互助养老暂时还不太可能
成为一种主流养老模式。

中民养老规划院理事长苏志钢认
为，互助养老不存在产业，因此只能作
为“中国式养老”的补充，不能作为主
导的养老模式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胡澎研则称，互助养
老在中国过于超前，日本的社区小规模
多功能模式值得借鉴。

尽管“互助养老”目前还存在诸多
问题与困惑，一些专家、学者在其概
念、定位、发展路径等方面也观点不
一，但首届创新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学术
研讨会达成共识——作为“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种形式，
互助养老是延续中国传统养老特色、并
能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共同构建的
有效方式。

据中新社

根据德国老年人问题研究中心
发布的 《德国老年人生存状态实
录》，随着德国人均寿命继续增长、
出生率持续走低，老龄化情况在未
来将持续加剧。如何让老年人安享
晚年，成为人们愈加关注的社会话
题。

《德国老年人生存状态实录》显
示，大部分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
只有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才选择
住养老院。以 65 岁以上老年人为
例 ， 96.8% 的 老 年 人 选 择 居 家 养
老，只有 3.2%的老年人选择养老院
等机构养老。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
人中，只有8%与子女同住，33.6%为
独居。尽管独居比例相对较高，但
绝大部分的受访老年人表示并不感
到孤独。

这主要与德国老年人多样的养
老生活方式相关。首先，“互助养
老”成为德国老年人的养老潮流。
根据德国联邦家庭部的调查，超过
半数的德国老年人希望与别人合
租。在德国城市街头，可以看到不
少老年公寓的招租广告，这些公寓
配有适老性无障碍设施，例如楼梯
增设升降椅、房间设有连接紧急救
援中心的报警器等。邀上老朋友合
租老年公寓，既能保证私人空间，
也方便一起聚餐出行，还可以平摊
护工定期上门服务的费用。这种

“抱团养老”的方式，让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仿佛回到了热闹的学生宿
舍时代。

其次，互助养老近年来还衍生
出一种名为“家政换房租”的跨代
合租形式。德国有很多知名大学都
分布在小城市之中，由于学生宿舍
的供给远不能满足逐年增多的学生
数量，导致当地租房市场紧俏，租
金水涨船高。而空巢老年人与囊中
羞涩的年轻学生，刚好可以“优势
互 补 ”。 根 据 “ 家 政 换 租 房 ” 规
则，德国老年人将空置房间租给学
生，年轻人可以通过做家务来部分
或全部抵消房租，一般 1 平方米的
居住面积折合 1 小时的家务劳动，
只有水、电、燃气等杂费需要分
摊。

最后，“候鸟式养老”是德国老
年人又一新时尚。德国养老保险机
构调查显示，目前有7%的德国人在
境外领取退休金，其中大部分在南
欧国家。相比冬季漫长阴郁的德
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
国家阳光充足、气候宜人，而且南
欧人待人热情，生活消费水平比德
国低，所以一直是德国人的度假天
堂。目前，有近100万德国退休老年
人迁至南欧长居。不少“候鸟”银
发族在南欧拥有房产，平日作为度
假屋出租，到冬季则从德国搬去常
住三四个月。

晚综

互助养老 听听专家怎么说
德国如何养老

邀老友合租“候鸟式”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