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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嵌入式社区养老护理：
让老人不再“看病难”

“早上8点就有专人来门口接我去
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做康复训练，
到晚上 5 点半再送我回家，服务非常
周到。”家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岩泉
街道84岁的赵秉佑老人说。老人有20
多年糖尿病史，这两年右腿病情恶
化，需要拄拐杖行走，家人帮她联系
了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经过一段
时间的康复训练，老人身心状况得到
改善。“除了帮助老人做康复，这里还
解决社区老年人的一些生活问题，包
括提供中餐、晚餐、洗澡等服务。”护
理师李红燕介绍。

近年来，丽水加强适老宜老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全市已
建成1842个覆盖城乡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统一引进9家专业养老
照护机构，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则以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为支撑，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为平台，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和
服务需求，分层分类设计签约服务
包，为老年人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80多岁的蔡大爷家住攀枝花市仁
和区，患慢性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多
年，因“脑梗塞”导致肢体活动受

限，去医院看病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情。与医疗机构签约“家庭医生慢病
管理”服务后，蔡大爷在家就可使用
便携式智能设备测量血压和血糖，数
据实时上传至慢病管理平台，由专业
的团队进行处理。老人可通过线上挂
号、复诊以及免费的药物配送，在家
门口就能拿到调整后的药品。

“医养结合”：
让老人病有人医、老有人养

医疗机构不能养老，养老机构不
能看病，医养“两张皮”长期以来制
约着老年健康事业的发展。对此，各
地进行“医养结合”模式的探索。

在攀枝花市攀西医养结合 （康
复） 示范中心，78岁的曹洪友老人每
天都要起身行走一会儿。此前他因病
已经 5 年多无法下床了，女儿觉得不
可思议，更感到惊喜。

攀西医养结合 （康复） 示范中心
是一家“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有
专业护理人员，也有全科医生团队。
2018年1月8日，患有2型糖尿病、脑
梗塞、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多种
疾病的曹洪友入住中心。当时，老人
意识模糊、言语迟钝、四肢无力；由
于长期卧床，全身多处压疮，腹部及
四肢布满水泡，感染严重。中心立即
请各科专家对其进行联合会诊，制定

治疗方案，通过积极治疗原发疾病、
营养膳食、细心调养，老人的病情迅
速好转。中心主任杨晓丽说，医院办
养老，实现了医疗、护理、养老、康
复、养生的无缝连接，入住的老人可
以享受到医疗、护理和康复的“一站
式”服务。

打通农村老人
“医养结合”最后1公里

任淑连今年 85 岁，是一位老党
员，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下田
村的“颐养之家”负责日常管理工
作。老人介绍，入“家”的老人们不
仅解决了一日三餐，更得到了精神慰
藉，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2016 年以来，为破解农村留守、
独居和困难老人养老问题，江西省新
余市探索“党建+颐养之家”农村居家
养老新路，明确村支书、村委会主任
或村小组长作为“颐养之家”责任
人。截至目前，新余全市 414 个行政
村建成 736 个“颐养之家”，入“家”
老人9215名，实现了所有行政村和有
需求老人全覆盖。

在安徽亳州市谯城区魏岗镇的医养
服务中心，记者看到老人们有的在看电
视聊天，有的卧床休息。中心内窗明几
净、设施齐备，区域划分明晰。

据新华社

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早已步入老
龄化社会，有丰富成熟的养老模式，
今天就介绍几个别致的国外养老机构。

返回母校度晚年

近年来，美国的养老地产开始走
另类化趋势，比如有人把养老社区搬
进了大学。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参与
养老，掀起一股“返回母校度晚年”
的热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里就
有一个名为“大学村”退休社区，招
收本学校的校友，目前住户平均年龄
77岁。老人们住在自己的公寓里，每
天在酒水减价的时间段里在酒吧和年
轻时代的校友们一起聊天，偶尔还去
看球赛、听课。在“大学村”里生
活，让老人们觉得又回到了年轻时
代，周围都是同龄人，没有压力，每
天都是开心的欢聚。

与幼儿园为伴

德国的很多养老院和幼儿园之间

经常会有交流互助活动。1996年，研
究人员提出了“代际沟通”，希望使老
人和孩子能发展起长期的互动关系。

“代际沟通”机构设定了三条原
则，以便孩子与老人深入长期地互
助：第一，孩子并不是去为老人献爱
心，而是跟老人一起去创造、经历和
生活，使双方都有收获。第二，机构
要求孩子们长期参加活动，他们每次
都固定拜访一位老人，一对一地长期
交流。第三，在孩子和老人第一次见
面前，机构就会跟孩子们介绍养老院
的情况及老人的情况，心理准备做得
足够充足，以免孩子们参加活动后发
现，这和想像的不一样。

对于孩子而言，他们细致了解老
人们的世界，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非
常不同的人生，而且孩子们还发现能
做很多事情去帮助老人，价值感大
增，老人也很开心，缓解孤独感。

可以“赚钱”的养老院

在日本爱知县，有这样一家逆天

养老院，不用子女苦口婆心地劝说，
老人们都抢着去。这家名叫“蒲公英
介护中心”的养老院，被人盛赞为

“老人迪士尼”。
在这里流通着一种只有在养老院

里才能使用的货币“SEED”币，其实
就是养老院自己发行的货币，设置了
100、500、1000、5000、10000元五种
面额。每个老人会发 500 元的初始资
金。只要积极参加康复训练，或者配
合护工工作，就可以获得几百到上千
元。比如散步100米，获得100元；自
己刮胡子、洗头，也能获得几百元，
赚钱的方式多种多样。

老人生活有了目标，重新找到了
奋斗的动力。很多之前事事需要照顾
的老人，开始主动要求自己做事，很
简单，因为这样有钱赚；而曾躺在床
上不愿动的老人，也开始坚持每天下
床走个 500 米。赚了钱后，你可以用
来消费：糖果 100 元，一杯咖啡加块
甜点 500 元。等你攒了十几万 SEED，
就可以购买外出行程。这一史无前例
的创新，火遍了日本。 晚综

机构养老 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
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理和文
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务的机构。包括养
老院、养老公寓等多种情形。

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
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
而不是入住在养老机构内，安度晚年生活
的传统养老方式。

居家式社区养老 老年人在家庭居住与
社会化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

乡村养老 乡村的空气新鲜，生态环
境优越，生活成本低廉，吸引了众多的退
休老人前来养老。

异地养老 从那些生活成本高，而居
住环境恶劣的大城市移出，迁移到生态环
境优越，生活成本较低的城镇养老居住。

租、售房入院养老 老年人将自己的住
房对外出租或出售，用这笔钱财居住到养
老院养老。同时，将部分房款送交寿险公
司办理养老寿险，可以保障自己晚年的生
活无忧。

基地养老 在大城市周边生态环境优
越、交通便利、经济相对不够发达的区
域，建造大规模的养老基地，将城市的老
年人自愿移入居住，实施基地养老。

旅游养老 如今，出现了一些候鸟式
的老人，在名胜景点购买住宅，一年四季
作观光游览式的养老。

抱团式养老 一些文化水平相仿、性
格相投、志同道合的老年人在一起共同租
住、共同生活、共同娱乐，相互帮助、相
互照顾、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每个人承
担一定的家务。

互助养老 比较流行的就是叫做“时
间银行”的公益性养老志愿服务。现在的
年轻人将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时间储蓄
起来，老年之后就可以享受该公益服务组
织，相同时间的养老服务。国家在 2018
年就已经明确将“时间银行”纳为推动养
老服务改革的试点，南京等地民政部门已
开始尝试。

集中养老 浙江省的农村，以乡镇为单
位举办养老机构，将村庄的“三无”老人适
度集中一起居住养老，由政府来买单。

家内售房养老 美国的许多家庭有一
种富有特色的家庭内部售房养老的交易行
为。父母将自有住宅出售给子女，借以换
得房款做养老金。

钟点托老 在居住社区内像举办幼儿
园那样举办一两个托老所，或者说老年活
动室等，向老人们提供饮食、娱乐、图书
等，老人们白天在此托管，儿女们也感觉
到很放心。

遗赠扶养 老人同亲朋好友约定，由
对方负责养自己的老，自己死亡后，将住
房遗赠给对方。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民间社
会广泛流传，今日仍由国家法律认可的

“遗赠扶养”模式。
货币化养老 货币化养老就是由相关

部门拿出一定的资金，以货币券的形式向
特困老人发放，老人可以持券到社区购买
服务，从而实现居家养老。

消费养老 在不改变消费者消费
习惯以及市场商业习惯下，通过日常消
费，由国家授权单位，通过一定消费积分
比例，增攒养老金。 晚综

医养结合：
“中国式养老”温暖“夕阳红”

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
的国家，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扩大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
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老年宜居
环境建设持续推进，敬老养老
助老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越
来越多的中国老人，感受暖暖
“夕阳红”。

别具一格的国外养老机构

国内外各种养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