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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注重把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
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幸福养老。

推动人员延伸，建立管家式的“养老
管家”工作体系，以“大中心+小中心”为平
台，每个社区结合需要服务的老人信息台
账，按照每20个老人配备一位“养老管家”
的模式，将服务分包落实到人，打通联系
群众、服务居民的“最后一米”。

推动设施延伸，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探索电梯、楼道等适老化改造，进一步满
足老年人使用需求；试点打造“家庭养老
床位”，由机构和养老服务中心上门提供
助餐、医疗康复等“机构式”服务套餐，把
养老机构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
有效解决老年人出行困难、居家不便等难
题，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在亲情的
陪伴下安享晚年。

推动医疗延伸，大力推进公立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模式，加快
推动“五医联动”，把医疗服务延伸到老人
身边。已建成8家医养结合机构、313张床
位，年底前建成9家医养结合机构、516张
床位。与郑大五附院合作，建设智慧化医
养结合中心，形成医院—机构—社区—居
家的全链式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可满足
周边5平方公里群众全方位的医养需求。

二七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二
七区将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更实
的举措，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努力为全省全市探索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经验模式，托起幸福
养老梦，让老年人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推动服务延伸 让养老“不离家”

本报讯 家住七一三航海小
区的郑老师今年 82岁，由于脑出
血后遗症，行动不便，老两口单
独居住，在外的儿女很担心他们
日常生活安全问题。今年 10月，
郑老师所在的福华街街道七一
三社区协调相关部门、专业机构
为老人家里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为其卫生间内增设了扶手、助浴
凳、防滑垫，在房间加装了一键
呼叫、烟雾报警器等。“年纪大
了，上厕所挺困难，这样一改，得
劲儿多了。”郑老师对这次改造
颇为满意。

适老化改造不仅是硬件设施
的更换安装，其更硬核的地方来
自于它的软件。改造的呼叫系统
直接与社区智慧养老云平台相
连，居民如有救急需求或突发情
况，可通过一键呼叫功能对外联
系，云平台上将弹出呼叫信息，工
作人员随即联系求助老人，第一
时间进行救助。日常，居民还可
通过平台视频连线，进行健康咨
询、订餐代购等。

为了让适老化改造切实改到
群众心坎里，社区在推进改造的
过程中，采取实地探询、专业评
估、一户一案的“三管齐下”方式，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房屋类
型特点、居住环境需求等，贴心定
制专属方案，满足老年人居家生
活、康复护理等需求。

七一三社区目前有 5户老年
家庭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下一步
将继续推进适老化改造，让社区
老年人居家养老更暖心。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吕月月 文/图

二七区托起最美“夕阳红”
让老年人生活有品质有尊严

11月29日，气温骤降，但二七区福
华街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却整洁明
亮、温暖如春。曹梅英是中心的“常
客”，91岁高龄的她精神矍铄，逢人便
夸：“在这儿吃得好、住得舒服、有人聊
天，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照顾，老人安
心、子女放心！”

这是二七区养老服务工作的
缩影。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从2016年以来，二七区创新打造
“温暖二七”，把养老服务作为其中的
重要内容，围绕服务对象这“一个关
键”，抓实抓好服务网络、服务力量、
服务内容、服务延伸“四个方面”，努
力实现“设施完善、服务多元、精准到
家、持续长久”，让老年人过上有品质、
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张一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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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服务对象
让措施更精准

据统计，二七区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3.6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2.79%，其中，32840人
是需要养老服务的主要群体，而这部分群众
90%都希望能依托社区居家养老。

二七区从需求侧入手、从供给侧发力，出
台了一系列养老设施建设、服务机构培育等
文件及方案，建立养老服务工作清单，形成政
府、企业、医院、市场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的工作格局。

按照服务对象对应所在社区，分别建立
了需要养老服务的信息台账，完善老年人口、
特殊人群、服务供给体系等数据库，综合分析
服务需求，保障养老服务供需对接高效优质。

完善网络体系
让社区养老全覆盖

二七区聚焦“百千万”温暖工程，坚持“大
中心+小中心+数字化”，逐步构建了普惠性、
分布式的社区居家养老体系。

高标准打造了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区级
养老服务中心，集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于一体，开展政策研究与咨
询、服务质量提升、人才队伍建设、专业培训、
产业孵化、运营安全监管等 6项工作，形成养
老服务的全链条管理。同时，引进行业领先
企业上海爱照护作为运营机构，打造养老服
务的示范标杆。

加快推进“大中心+小中心”全覆盖。通
过与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
共融，以及新建、改扩建、开发商配建、“三供
一业”移交、老旧小区改造、盘活闲置资源等
方式，全区已建成养老服务设施101处6万平
方米，覆盖83%的城市社区，计划2022年实现
全覆盖。其中，辖区福华街街道已经实现了
“1+12”的大小中心全覆盖。

探索建立智慧养老服务系统。线上通过智
慧居家养老云平台、智能化终端设备、呼叫中心
三个环节紧紧相扣，实现养老服务中心协调指
挥、专业机构优质服务与居家养老需求高效联
动；线下成立“助老员”“养老管家”团队，定期开
展专业培训，上门提供“保姆式”日常照料和护
理服务，构建无缝对接的居家养老网络。

长久以来，二七区坚持党建引领，引导
各类社会主体和群众积极参与，强化专业力
量，坚持走市场化、社会化、可持续的路子。

通过建设奖补、购买服务等方式，引
进了上海爱照护、安康通等 6家本土化机
构，对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进行专业运营，促进市场主体品牌化、连
锁化、规模化发展。

强化政府力量，面对面为老年人提供
养老服务资源介绍、辖区内各类养老设施
信息；提供养老政策咨询，基本公共政策

的指导和办事指南；提供个性化养老服务
清单、紧急性帮助等服务。同时，结合“红
色物业”，探索“物业+养老服务”模式，整
合物业、家政、餐饮等各类社会资源，提供
多样化、便捷化、嵌入式服务。

强化社会力量，探索以服务今天、享
受明天为主题的“时间银行”等做法，通过
社区邻里网络，由社区低龄老年志愿者与
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结成“伙伴”，使公
益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成为养老服
务的有益补充。

整合多元力量 让养老服务更专业

二七区坚持“更好服务、更低成本”，
针对老年群体所需所急所盼，开展精准
化服务。其中，对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
主要满足其就餐、娱乐等需求；对于有就
医需求的老人，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
提供医护上门、急诊急救、康复保健等服
务；对于需要上门照顾的老人，通过视
频、语音、一键呼叫，实现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与居家老人互联互通，及时高效满
足需求。

满足多样化需求，建立“6+X”一站式
综合型服务模式，即助餐、助乐、助医、助
洁、助购、助急“六助”+特色服务。针对群
众最关心的就餐问题，打造中央配餐中心
2个、社区小厨房52个，能够满足1.3万老
人的就餐需求。

实施个性化关怀，每年财政投入近
500万元，为60周岁以上失能、困难、独居
空巢、失独家庭等 500名老人提供政府购
买服务，让老人的生活更有保障。

做实多样内容 让养老服务更优质

福华街街道
适老化改造
让居家养老更放心

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贴心细致照料

嵩山社区
幸福大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