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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做志愿存时间，年迈时兑
换养老服务”，公益互助的养老新模式在
多地推行；家门口开设老年课堂、小区
里有了休闲空间，嵌入式的社区养老机
构发挥大作用；通过“智能管家”“一键
求助”，用智慧系统接入远程医疗，智慧
养老体系建设惠及千家万户……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明确，以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
康 支 撑 体 系 为 重 点 ， 把 积 极 老 龄
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在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多地加大制度创新、政
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积极做好养老
服务，助力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

“时间银行”
打造互助养老新模式

打开手机上“我的南京”APP，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东
门新村小区的莫兰，正准备在“时间
银行”平台上“接单”。今年69岁的
莫兰身体康健，热心公益。这天，她
接下一单，将为同小区一位独居老人
提供上门理发服务。

“自从成为‘时间银行’志愿者以
来，我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帮助附近小
区高龄老人，比如做一些家务料理、
买菜、测血压、理发等。”莫兰说，志
愿服务不仅拉近了她与邻里间的距
离，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感到充实。

莫兰所说的“时间银行”，是互助
养老的一种全新模式。它鼓励志愿者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按一定规则
记录存储服务时间，每次志愿服务前
后在线上“打卡”，后台自动“存入”
相应时间。当志愿者需要时，可提取
此前“存入”的时间，兑换成服务。

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管
理中心负责人史秀莲介绍，“时间银
行”作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有效
补充，是一项创新探索的互助养老模
式。服务项目最早以助餐、助浴、助
洁、助急、助医“五助”服务为主，
近两年逐步向精神文化生活拓展，设
有文娱、智能手机辅导等 20 多项，
有效满足养老服务多层次的需求。

“我自己是‘时间银行’的一名
志愿者，同时我也可以享受到这种服
务。比方说，今天天气热，我又不会
骑车，遇到家里需要的药品没有了，
我就会在手机上发布需求，让志愿者
帮我买药，还是蛮好的。”莫兰说，
她现在年龄还不算大，正是“老有所
为”的时候，以“接单”为主。在她
的手机上，“时间银行”里清楚地记
录下每一次志愿服务的信息。截至目
前，莫兰已累计“存入”300多小时。

互助养老的“时间银行”模式鼓
励“低龄存时间、高龄取服务”。像
莫兰一样，许多低龄老人成了“时间
银行”志愿者。日常系统给志愿者们
就近“派单”，他们根据自己实际情
况“接单”。像出门买菜、陪老人聊
天、打扫卫生这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难度不高，志愿者们却能从中收获不
小成就感。等到有需要的时候，自己
也可以变成被服务对象。表面上看，

“时间银行”存的是“时间币”，实际
上存储的是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爱心
与善意。

南京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周
新华介绍，南京现有户籍人口中老年
人有 170.3 万人，老龄化程度较高。
2019年，南京在试点基础上启动市级
层面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建设，鼓
励和引导低龄老人、年轻人等加入养
老服务队伍中成为志愿者。目前，南
京“时间银行”已注册志愿者 4.6万
人、服务对象8万人，完成服务订单
68.3万个。

除了低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
也加入到“时间银行”志愿者队伍
中，成为志愿群体的中坚力量。南京
市浦口中等专业学校的解萍萍，平常
会利用课余时间“接单”，教老人使
用智能手机、和老人谈心等。

据了解，志愿者在“时间银行”
上积累的服务时间，也可以转移到亲
属的账户上，如60周岁以上的配偶、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我
觉得这个模式很不错，既可以发挥我
们年轻人的特长来帮助老人，也积累
了宝贵的社会实践经历。以后，我还
可以把自己积攒的这些服务‘时间’，
给我的爷爷奶奶用。”解萍萍说。

记者梳理发现，不仅在南京，北
京、青岛、成都等地均已开展和探索

“时间银行”这一公益互助养老模式，
将储蓄和激励机制引入养老服务中，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把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结合起
来，走出了一条新路径。专家认为，
这不仅是对养老服务、养老事业本身
的促进，也是一种社会治理上的创新。

资源下沉
“家门口”就能乐享晚年

听到戏曲声响起，人们就知道，
老年京剧班又在上课了。在浙江省宁
波市镇海区，每周二上午 8时 45分，
新三宝服务社老年学堂的京剧班准时
开课。这里的学员们虽然年纪不小，
但精气神和学习热情丝毫不输年轻人。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我们要传
承和发扬。”杨华春是京剧班的副班
长，只见她妆容精致、面色红润，完
全看不出已年过古稀。杨华春学习京

剧已有 30 多年，这是她最大的兴趣
爱好。现在，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京
剧班里，和学员们一起喊嗓子、彩
排、筹备各类演出，风雨无阻并乐在
其中。“在‘家门口’就能上老年学
堂，唱京剧、交朋友，真好！”杨华
春说，通过老年学堂，她结识了不少
志同道合的“老伙伴”。

像这样接地气、受欢迎的“家门
口”老年学堂，是老年服务资源下沉的
一个生动案例。作为宁波市首家普惠
性特色养老服务机构，自 2017 年启
用以来，新三宝服务社为区域内老人
提供文化娱乐、教育培训、体质监
测、社团活动、日间照料等养老服
务。今年开春后，老年课堂迎来新一
批“银发学生”，智能手机使用、乐
器演奏、书法绘画、体育健身等课
程，极大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

“‘元宇宙’‘区块链’这些新概
念，我们不一定要非常了解，但要大

致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否则就要落伍
的……”得益于老年学堂的智能手机
教学课，杨华春熟练掌握了智能手机
的使用方法，还通过手机资讯了解了
很多前沿概念。

“以前，老年大学一座难求，很多
老人渴望知识，但报不上名，或者要跑
去很远的地方上课。现在，有了街道层
面的老年学堂，老年人上课更加方便，
他们都愿意走出家门，融入到新三宝服
务社这个大家庭里。”新三宝服务社党
支部书记郭旭峰表示，老人一旦有了兴
趣爱好，生活会更加充实快乐。

新三宝服务社所在的宁波市镇海
区招宝山街道，已步入深度老龄化，
户籍人口约6万人， 60周岁以上老年
人口超过1.5万人，其中80岁以上人
口达 5000 人。为了让老人在“家门
口”就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近年
来，招宝山街道加速推进优质资源下
沉社区，逐步建立以区域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为龙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为网点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将服
务网络延伸到辖区的每个角落。

在总浦桥社区，银杏小区楼菊卿
夫妇都是 80 多岁高龄，因为腿脚不
便，他们加入到新三宝服务社“爱心车
轮食堂”的订餐队伍。每到饭点，工作
人员就会将饭菜送到每一户订餐老人家
中。“以前是电话预约，现在更方便，
只要在手机微信小程序上选好，就等着
送餐上门了。”楼菊卿说。

在白龙社区，以前的车棚和仓库，化
身充满科技感和生活气息的家门口居家养
老中心，建筑面积600平方米，能服务全
社区3000名老人。上课、下棋、阅读、聚
会或者带儿孙一起来休闲娱乐……社区老
人有了优质活动空间。

记者了解到，与宁波类似，全国
多地都建设了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驿站”和
老年助餐点、活动室等嵌入式的社区

养老机构，通过专业的适老化设计改
造，创新社区养老场景，让老年人能
够就近乐享晚年。例如，在上海，浦
东新区首创“养老便利店”，老年人
步行 10 分钟左右，便能找到一个养
老设施。在天津，当地致力于打造

“三边”（“家边”“身边”“床边”）
“四不离”（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熟
悉环境、不离熟悉朋友） 养老服务体
系，让老有所养“触手可及”。

“目前，招宝山街道拥有一家区
域居家养老服务中心，9家AAA级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 家 AA 级社
区居家养老中心，已实现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全覆盖。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
居住地，就近在社区享受到快捷、方
便的服务。”招宝山街道负责人表
示，引入社会力量、推动医养结合、
建设老年助餐“数字中央厨房”……
下一步，他们还将不断改革创新、扩
大供给，努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
化需求。

技术赋能
养老服务变得更聪明

圆圆的脑袋用作显示屏，小小的
身材显得十分可爱，这是北京市海淀区
燕园街道为老年居民新配备的“机器人
管家”。别看只是个机器人，紧急救
援、家政服务、休闲娱乐，它都能干。

“以后有什么需求不用上网找了，
直接一点机器人，社区就帮忙解决
了。”燕园社区的张玉芳是“机器人管
家”的首批使用者，她发现，智能机
器人身上有个“一键求助”按钮，只
要按一下，就能拨通社区调度指挥中
心电话，进而寻求各种所需服务。

在“机器人管家”背后，是已投
入运营的燕园街道智慧养老服务中
心。街道党工委书记姜晓刚表示，依
托互联网与大数据，燕园街道搭建了
一个能够覆盖北京大学周边社区的智
能化、信息化智慧服务平台。智慧养
老服务中心包括一个调度指挥中心、
一套智慧养老暨社区服务管理系统和
首期700套家庭智能服务终端。

“家庭智能服务终端包括智能服
务机器人和拉绳报警器，已免费发放
给 畅 春 园 和 承 泽 园 社 区 的 老 年 居
民。”姜晓刚介绍，除了一键呼叫功
能，智能服务机器人还将搭载更多贴
近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智能设备，
如独居监护智能床带、防摔倒智能报
警雷达、老年人健康指标自动报警仪
等。智慧服务配套软件系统能即时响
应需求，并对服务进行全程监控，确
保服务质量和安全。

小设备连着大网络，养老服务正
在变得更聪明。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也建设了一
个智慧养老信息化服务中心。中心的
一块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入驻老人的
基础健康档案、服务需求、服务情况
及服务评价等信息：9372 条基本信
息，15196次助餐、助洁、助行、助
医、助浴等服务，40 万人次定期回
访……数据显示，泉港区居家养老服
务已实现村居全覆盖。

有了智慧养老系统，健康有人
管，转诊更智能。2022年3月，家住
泉港区峰尾镇诚峰村的庄婆婆身体不
适，通过智能手机联系上助老员，不
到 10 分钟，助老员就来到家里并联
系了镇卫生院。在峰尾镇卫生院里，
医疗组负责人很快收到预约请求，立
即操作建档转诊，通过“双向诊疗”
系统在泉港区医院开通绿色通道。通
过远程医疗，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联合泉港区医院数次会诊，25
天后，庄婆婆痊愈出院。

像庄婆婆一样，因智慧养老系统
受益的老年人不在少数。在数字化时
代，多地已行动起来，从政策制度、
协同组织、技术支撑等方面推动智慧
养老体系建设。

在广东省广州市，当地聚焦典型
场景需求，出台广州市智慧养老需求
清单，探索落地了一批智慧养老应
用。例如，长者大配餐服务已全部实
现刷卡或刷脸就餐，能自动完成就餐
结算及补贴减免；民政部门与供电部
门还合作试点开展居家用电异常预
警，通过智能电表实时发现异常用电
情况，并及时通知核实跟踪处理。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启动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各类智能设备
齐上阵。例如，家里的智能床垫能
实时监测老人的心跳和呼吸数据，
工作人员在后台就能掌握老人的健
康情况。如果老人独自外出，红外
线感应和门磁装置将自动记录，根
据服务机构此前设置的报警阀值，
在后台发出提醒。

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
道的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充满了

“智慧”。从智能水表、烟雾报警器到
煤气泄漏报警器，可供选择的智能设
备有10多种……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持续
赋能，智慧养老建设将更加深入。专
家建议，各类智慧养老服务还应注意
帮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让老
年人使用起来既省心又舒心。

方法有创新 养老更贴心
本报记者 叶 子

图① 5月9日，在江西省南昌市青
云谱区三家店街道南莲社区嵌入式养老
院，老人们正在用餐室吃饭。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图②：5月9日，老人在北京市平谷
区西樊各庄村的“养老驿站”练习书法。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图③：5月11日中午，在安徽省安庆
市宜秀区五横乡虎山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老年助餐点”餐厅内，老人们在这里吃饭
既省事又开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黄有安摄 （人民视觉）

图④：5月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
雷甸镇中兴未来社区，社区医生为居民
进行健康监测。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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