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始终是基层干部们最关注

的问题之一，“就像《政府工作报告》里

说的：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

本目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

现在的社区工作很多时候都会直面老

年人。”练国平说。

“现在都提倡在家门口养老，我们

社区也有老年食堂，还有供给老人的

休闲娱乐活动室。但是我常常和老人

们聊天，老人们对于家门口的养老，其

实也有不满足的地方。”练国平举例

说，撇开经济条件、地域限制，老人们

对于怎么过好老年生活有很高的要

求，早上要有个打太极的地方，晚上要

有跳广场舞的地方，身体不太舒服，想

要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还想着能

够上老年大学学习新技能。“社区养老

场地、条件毕竟有限，是达不到老人期

望的。单纯一台电视机、一个棋牌室，

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活动的需求了。”

通过和老年人们聊天，他也收集

了一些老人们的期望，“如果能给很多

老年人修建一个大的养老综合体就好

了，和普通的养老院要有区别。”他解

释了自己对于养老综合体的理解，“大

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应该包括衣食住

行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等，活动需求可

以不出综合体就实现；养老综合体也

可以想象成老人园，老人可以自由选

择全托和日托，每天有固定的课程学

新知识，更高级点的住宿区，可以安排

管家、护士。”

他觉得舟山的空气好，未来交通

更加方便，设立这样的养老综合体是

有天然优势的，“其实很多老人愿意在

城市养老，就是因为离医院近，万一有

点头疼脑热去医院更方便。所以我想

高端的养老综合体，最重要的服务还

是高品质的医疗保健，这样老人才会

住得放心。”练国平表示。

本报记者 黄莺 文/摄

不妨建个养老综合体
让老人自由选择全托或日托

省人大代表、

舟山市定海区盐仓

街道虹桥社区(村)

党委书记练国平说，

现在年轻人、中年人

工作都很忙，老话说

的“承欢膝下”，现在

其实很难实现，“空

巢老人在社区是个

比较普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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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浙江铁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全省铁路

运输网络日趋完善和丰富。

“高铁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仅仅是速度，更是人们的生

活方式。”胡荣登说，虽然高铁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但截至

2017年底，我省还有文成、泰顺、云和、景宁等县未通铁路，对

于浙南地区的人民来说，急切盼望家门口也能通上高铁。

胡荣登告诉钱报记者，泰顺县域“九山半水半分田”，作为

浙南的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保护地，虽然经济相对欠发达，但

生态环境优越、旅游资源丰富。

“特殊的县情特点、区位条件、功能定位，决定了我们泰顺

在全省全市的历史方位、发展定位，在‘两山’理论的指引下，

‘生态立县、旅游兴县’的美好蓝图也已深入人心。”

在听完袁家军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后，胡荣登很

激动，“报告中提到了‘乡村振兴’‘美丽浙江’等蓝图，对我们

浙南地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以前都说，要致富，先修路，对我们浙南地区来说，要想

把美丽资源变成美丽经济，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高铁的建

设。”胡荣登说。

为此，他建议：一是着力开展规划编制，加快修编和完善

《浙江省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一方面加快推进途经文成、泰

顺、云和、景宁等县域的温武吉铁路（浙江温州-福建浦城-江

西吉安），另一方面要积极对接《福建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确

定的浙闽省际铁路。

本报记者 蓝震 文/摄

把美丽资源变成美丽经济

浙南高铁建设需要“加速度”

省人大代表、

绍兴日报社《树人

导报》编辑部主任

周 圆 在 今 年 的 省

两 会 上 ，提 出 了

《关于加强推进浙

江 省“ 精 神 养 老 ”

服务的建议》。

这次省两会，

省人大代表、温州

市泰顺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胡荣登带来

了一份《关于在十

三五期间实现浙江

省“县县建高铁”的

建议》。

让老人有所依，让老人有所乐
打造浙江养老金名片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社会问题之一，伴随

着经济的快速提升，近年来，浙江人口老龄化也呈现出规模

大、增速高的特点。

“目前，我省不断创新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但从现在各地

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上看，更侧重于普适性‘物质养老’，也就

是在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存所需物质上的保证，而轻视

个性化的‘精神养老’。”周圆说。

所谓精神养老，就是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作为、有欢

乐、有意义，这是对传统养老服务内涵的全新拓展，“老年人不

光需要一个优质的居住环境，更需要情感的寄托，家人和社会

应该根据不同老人需求，真正走进老人内心，提供精神慰藉、

爱心护理等个性化的养老照料。”

周圆表示，浙江在做好“物质养老”的基础上，可以以“精

神养老”为突破口和金名片，在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体现

浙江“宜居之地”、“幸福之地”的软实力。

周圆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包括——

融入“新人”，开创更多新形式的养老方式。比如，推出年

轻人与老年人混居的养老公寓，打通养老服务中“单一人员结

构”的瓶颈。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可为经济条件较弱但在校表

现优异或热衷于公益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免费或减租入住机

会。这些年轻人需要为公寓内的老人提供一定时间和内容的

“陪伴服务”,如情感陪伴、学习陪伴、出行陪伴、交流陪伴等。

这样一来，既能减轻毕业生的经济负担，同时也能为养老院增

添活力，融入对老人情感社交等精神领域的关爱,为老年人搭

建与社会同步的平台。

培育“专人”，有规模的养老院需配置一定数量的心理专

业人员，给老年人在精神上、情感上提供有效的疏导、安慰与

陪伴。建议在省内经济较发达地市，选择一批规模较大的养

老机构进行试点，将一定数量的专业心理陪护人员作为养老

机构运行的必需人才配置，也可通过社会组织、专业协会等引

入兼职心理陪护人员，以此带动养老机构内部培养一批“懂心

理、能陪护”的养老服务者，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心理疏

导、情感陪伴等。

激发“外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供给“精神养老”，政府可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并扶持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如旅游

企业与养老机构合作，共同建设针对老年人的休假休闲型养

生基地；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制以加快推进“精神养老”，可鼓

励文化企业投资养老事业，建立市场化运作的老年大学、老年

学习乐园，以更好地满足浙江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需要，实现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文/摄

创新发展养老服务
要走进老人内心，提供精神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