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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即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社区作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社会
环境，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关键一环。打造老年友好
型社区既能够大大提升老年人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同时也能大大降低年轻人的养老压力。

如何提升养老服务能力，打造出更多的老年友好
型社区？我们一定要立足社区具体情况，从老年人的日

常需求和现实困难出发，构建居家社区相协调的养老
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创新性的贴心服务，提升社区
养老服务能力。譬如，鼓励志愿者加入社区服务队伍，
打造品牌化养老服务项目；给老人预留出消费、出行等
方面的“手动空间”，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用心
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
为老年人创造发挥余热的社会空间，真正实现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
不断织密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是全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不
能仅靠社区的单方面努力，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携
手共建。期待各地多加强交流借鉴，不断推进为老服务
的软硬件建设，使老年友好型社区更加可知可享，让社
区真正成为老年人的幸福家园。

要创新，更要“贴心”
□张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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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实践与探索

□本报记者 张静雯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在视频连线看望慰问福州市
社会福利院的老年朋友时强
调：“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
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
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
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
幸福的晚年。”

创 建 老 年 友 好 型 社 区 ，
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战 略 的 一 项 具 体 举 措 。自
2020 年 起 ，我 省 开 展 老 年 友
好 型 社 区 创 建 工 作 ，围 绕 重
点 满 足 老 年 人 在 居 住 环 境 、
日常出行、健康服务、养老服
务、社会参与、精神文化生活
等 方 面 的 需 要 ，不 断 提 升 社
区 服 务 能 力 和 水 平 ，持 续 增
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目前，全省共有 69 个
社区被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究竟是啥样？记者日前深入
基层走访。

核 心

提 示

徐瑜徐瑜（（左一左一））为老为老
年朋友讲授婴儿海姆年朋友讲授婴儿海姆
立克急救法立克急救法。。

福 州 市 金 山 街 道 水 都 社福 州 市 金 山 街 道 水 都 社
区退休老人在社区居家养老区退休老人在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学习跳舞服务中心学习跳舞。。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本报记者 张静雯 摄

家 家 有 老 人 ，人 人 都 会 老 。让 老 年 人
有 一 个 幸 福 美 满 的 晚 年 ，是“ 家 事 ”，更 是

“国事”。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省 60 周岁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 678.8 万，占户籍人口
的 17.2%；预计至 2025 年，这个比例将达到
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到 2050 年前后
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面对“银发浪潮”席卷，近年来，我省先
后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等
政策措施，在全国率先召开省委全会研究部
署养老补短板工作，先后出台“养老二十条
措施”等政策文件，养老政策进步指数位居
全国前列。省委、省政府连续 7年将养老服务
工程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全省养老事业全
面快速发展。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场所，与老年人的
关系最直接，也最密切。把创建老年友好型
社区作为切入点，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
第一步。

“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主要围绕老年人
生活硬件、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三方面开
展工作。”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创
建标准，老年友好型社区须改善老年人居住
环境，帮助老年人消除安全隐患，降低老年
人生活风险；方便老年人日常出行，开展住
宅和社区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改造，保证步
行道路平整安全，社区道路人车分离;社区
服务便利可及，开展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巡
诊等上门医疗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
务；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等。

根据省卫健委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
通知》，明确 2023 年，全省力争创建不少于
34 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同时，强
化动态管理，省卫健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对已命名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进行随机抽样核验，对于命名后工作出现明
显滑坡的社区将督促整改，整改复核后仍不
达标的社区将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
龄办）撤销命名。

近日，记者走访福州市屏山社区、环南
社区、水都社区等 3 个具有典型代表的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看看它们如何把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变成现实。

医无忧
让老人及时、就近获得健康服务

“叔叔，您的餐后血糖 8.1 毫摩尔每升，
血糖控制得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啊！”近日，
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家庭
医生李丽霞在屏山社区长者学堂巡诊时，竖
起了大拇指为自己的老病号陈孙升（化名）
点赞。

家住华大街道屏山社区的陈孙升，今年
76 岁，患有糖尿病近 15 年。他告诉记者，这

些年自己的血糖时有波动，多亏了家庭医生
的帮助才能控制得不错。“李医生经常发微
信关心我的情况，及时为我调整用药，还告
诉我该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帮我建立科
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帮助我的病情稳定下
来。”老陈说，对老年人来说，到家门口卫生
服务中心找家庭医生看病，可谓省心省力还
省钱。

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是老年友好型社
区的重要标志。除了可及性越来越高的家
庭医生服务，近两年，福建开展的家庭病床
服务，更是把医疗服务送到了老年病患的
家里。

“多亏家里建了家庭病床，我妈妈才能
转危为安。”谈及家庭病床服务，家住屏山社
区林业厅宿舍的林文辉很是感慨。

林文辉的母亲今年 90 岁，常年卧床，生
活不能自理，每次生病都是兴师动众。“我们
家住 5楼，也没有电梯，老太太每次去医院换
鼻饲管，都需要出动兄妹 4人。”林文辉说，母
亲申请了省级机关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后，
医护人员每天都会远程巡诊了解病情，每周
定期上门巡诊时就能帮忙把鼻饲管换了，

“家庭病床的费用也能享受医保政策，省力
省钱，一家人都轻松多了”。

今年 4 月底，林文辉在陪护时发现母亲
状态不好，血压波动异常，夜间收缩压高达
180 毫米汞柱。“我马上就用‘健康小管家’设
备与医院取得了联系，医生当即为我母亲调
整了用药策略。很快，老太太情况就稳定下
来了。”林文辉说，遇上这样的危急情况，如
果没有办法及时就医，母亲就有很大的脑卒
中、心肌梗死风险。

省 级 机 关 医 院 家 庭 病 床 负 责 人 曹 熹
告诉记者，目前该院家庭病床服务团队由
7 名 医 生 和 7 名 护 士 组 成 ，主 要 服 务 屏 山
社区的老年病患，可以为老年生命体征较
为稳定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服务内
容包括诊疗服务、医疗护理、康复治疗等，
如 外 科 换 药 、导 尿 、导 管 护 理 、造 口 护 理 、
压疮的预防及护理、肾衰竭腹膜透析以及
与 收 治 疾 病 相 关 的 医 疗 康 复 项 目 等 。目
前，该服务已让 300 多名老年患者实现“在
家住院”。

提高老年人的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做到
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是延长老人健康寿
命的关键。“每次社区有健康讲座，我都会和
老伴一起去听课。”家住福州市晋安区茶园
街道环南社区的王文英告诉记者，虽然手机
里各种养生信息非常多，但是老年人很难分
辨是非，“听讲座可以和医生面对面答疑，学
得更靠谱”。

环南社区党总支书记郑芳介绍，社区所
在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指定家庭医生团队定
期为社区老年人开展健康体检、健康随访、
慢病管理、义诊等。同时，社区邀请卫生服务
中心家庭医生为参与健康服务的社区人员
开展专业化培训，提升小区网格化健康管理
服务能力，让老年人享受及时、就近的健康
服务。

养有福
硬设施软服务全面提升

“看着社区一点点变老，再看着它变得
越来越适合养老，挺欣慰。”67 岁的徐瑜这样
评价自己生活了多年的环南社区。

作为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环南社区的
住宅多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户里老年
人占比高达 16%。改造前，29 个小区里有 26
个无物业，外墙破旧、路面坑洼、路灯毁坏、
人车混流，老年人出行十分不便。

2020 年起，环南社区开启精品社区创
建。“进行改造规划时，我们就充分考虑到老
年人的出行需要和社交需求。”郑芳介绍，两
年多时间里，环南社区先后完成雨污管网改
造、缆线下地、安装公共照明等硬件设施提
升项目，还将社区内的小区打包成片，引入
第三方物业公司实现规范长效管理。

“这两年，社区的道路变宽了，也变平整
了，车辆停放更有序，还增加了不少无障碍
设施，花花草草也有专人管理，老年人活动
的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得到了提升。”徐瑜告
诉记者，提升改造后的社区不仅有充足的户
外活动空间，还新建了有音响有空调的活动
室，“这里就是我们的‘快乐大本营’”。

离开社区活动室步行 5分钟，窗明几净的
长者食堂格外引人注目。“我 93岁，老伴 88岁，
我们老两口每天买菜、煮饭，吃完饭还要洗碗、
做卫生，非常麻烦。自从家门口有了长者食堂，
吃饭不愁了，很满意。食堂还给我们老人安排
了很多口味清淡的餐食，食品安全也有保障，
很放心。”家住环南社区的老人陈世灼逢人就
夸长者食堂“解决了老人就餐难题”。

在福州市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高龄、留
守、孤寡、失独、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足不
出户，就能品尝到“幸福味道”。水都社区书
记张嬿介绍，该社区的长者食堂通过招募热
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方便、实惠的
配餐送餐服务。

不局限于助餐服务，水都社区的老年人
只需一个电话，就能享受到由第三方专业化
服务团队提供的两大类居家养老服务，一类
是线上照护，即通过互联网平台联接的老人
终端（手机、机器人、家庭网关），为居家老人
提供电话聊天、危病呼救响应、生命数据监
测和家庭环境异常报警等服务，另一类是到
家服务，为长者提供助餐、助洁、助医、助急、
助行、助浴等六大服务。

“随着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多样化，未
来我们还会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内容，让老年
人的生活更舒心。”提供养老服务的智宇孝
老集团福州分公司负责人陈宏表示。

老有为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愈加丰富

5月 18日下午 2点半，水都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旗袍秀研修 2班的学员们冒着风雨，
准时到齐上课，让授课老师郑敏感动不已。

一步一举、一颦一笑，在宽敞的排练房
内，学员们跟随着郑老师的指引，整齐地走
着台步。“我以前都是到老年大学上课，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上课，条件还更好！”学员黄赛
月阿姨对记者说，她在这里学习了 3年，交了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退休后生活很充实。

水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 2018 年
改造完成，长者学堂正式开班授课。学堂内
80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分成多个教室，开设
了民族舞、拉丁舞、声乐、旗袍秀、摩登探戈等
专门面对老年人的课程。“虽然是给老年人上
课，但是师资配置上一点也不含糊，授课老师
均来自专业机构，有正规资质。”陈宏介绍说，
目前，500余名老人在这里成了“老同学”。

老有所乐，更要老有所为。在环南社区，
有个徐瑜党建工作室，“圈粉”很多老年人。

扫黑除恶、垃圾分类、光盘行动……工
作室经常用说唱、演小品、打快板等接地气
的形式宣传重要政策，深受社区居民欢迎。

“以前我们就是一支‘草根队伍’，主要为
了娱乐，丰富退休生活，现在‘公益味’更浓
了。”退休老人徐瑜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成立
了工作室，团队分工日益明确规范，还引入了
福建江夏学院工程学院“匠生筑梦”支援服务
队共同开展活动，义演范围也由原来的社区扩
大到妇联、环保等系统，“几乎每周都有活动”。

活跃的党建工作室吸引了环南社区越来越
多的退休党员加入，祝美华便是其中一位。“自
从加入党建工作室，我常常可以和工作室中的
姐妹们一起唱歌、跳舞、学习乐理知识，还可以
出去义演，退休生活更丰富有趣了。”祝美华说，

“我们老年人心态好了，开心了，子女也放心。”
“在工作室里跟着徐瑜老师学习，我还

拿到了急救员证。”陈彩仙老人坦言，之前热
衷打牌的她，如今基本放弃了麻将，“有空就
参加活动，传播急救知识，为的就是能够帮
助更多的人”。

“党建工作室的老年人都非常优秀，带
动了不少群众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郑芳
告诉记者，这个工作室不仅让社区退休党员
有了发光发热的平台，也让越来越多的老年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让社区更加和谐。

屏山社区长者食堂内，老人正在用餐。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省级机关医院家庭医生为患者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江夏学院工程学院的志愿者在环南社区开展助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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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社区长者食堂内屏山社区长者食堂内，，工作人员为工作人员为
老人打饭老人打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庆辉游庆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