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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第一步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厅（局）长声音】
推进适老化改造
让养老机构跟着老人走

养老服务工作连续13年列入省政府

十方面民生实事。“今年，全省要新建340

家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新增 2

万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组织开

展100个康养联合体试点，新建300个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站。”王剑侯说，这四件

事的实施，最终将大力推进居家、社区、机

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让老年人更有获得感。

浙江有 1200 万老年人，98%以上居

家养老。王剑侯介绍，今年突出做好两件

事，让“机构跟着老人走”；还要解决基本

养老服务不平衡问题，开展“海岛支老，一

起安好”行动。

适老化改造从去年已经开始。改造

后，卫生间很方便，厨房更安全，走路有扶

手，这样会大大提高困难老人的生活品

质，让老年人生活更有尊严。

“浙江省老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一

般不会出现了，但他们比较孤独，平时需

要陪伴，可孩子又大多不在身边。所以，

养老服务要从原来的吃饱穿暖跟上现在

的精神慰藉，使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加丰

富。”

集中采访活动结束后，王剑侯接受了

钱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一方面，我们

会动员社会组织帮扶结对，通过他们把社

工积极性调动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去探望

老人；另一方面，在乡镇政府，由镇干部、

联村干部、志愿者组成团队，为困难老人、

空巢老人提供服务；第三，通过乡镇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这些载体，使老人能够到社

区或村里，参加集体活动，一起交流；另

外，我们也会动员社会各种力量，上门为

老人提供一些服务。”

本报记者 张蓉

两会时间，“厅（局）长通道”在省人民大会堂再度开启。

昨天上午，来自省发改委、省卫健委、省民政厅、省科技厅四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依

次走上通道，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政策，并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回应记者提问，

作出权威回答。

其中，针对老龄化带来的现实问题，省民政厅厅长王剑侯介绍了今年在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上的重要举措。

“厅（局）长通道”上，省民政厅厅长王剑侯谈我省的养老服务体系：

从吃饱穿暖延伸到精神慰藉
让1200万老年人更有获得感

此次两会上，致公党省委会带来了一份关于“老旧社

区更新急需补齐适老化改造短板”的团体提案，对目前老

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建议。

省政协委员傅旭敏是这份提案的参与者之一。他告

诉记者，“去年，省政府将家庭适老化改造列为民生实事

工程，但从调研来看，这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探索阶

段，需不断改革创新，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致公党宁波市委会调研处副处长何杰曾调研过省内

城市不少老旧小区的改造，“部分老旧小区新一轮改造还

是以外立面粉刷、小区绿化和道路改造为主，对养老设施

建设、电梯加装等适老化改造力度不大，而老旧小区往往

老年人很多，适老化改造需求较大。”现在，适老化改造实

施对象，多从困难老人家庭开始，“他们房屋状况普遍较

差，与安装扶手、更换马桶这些相比，直接影响居住环境

的屋顶漏雨、墙面漏水、炊具老化等问题的改造需求更为

迫切；目前也缺乏统一标准，不同的装修公司对同一老人

的改造方案可能五花八门，施工类改造是否达到预期目

标难有专业评估，我们建议，根据浙江实际，先行探索适

老化改造地方标准，为‘一人一策’的改造方案提供标准

和依据。”何杰说。

此外，傅旭敏还建议，应推动适老化改造从“政府统

领”向“社会共治”转变，“当前的适老化试点改造基本是

政府单一出资模式。我认为，政府要逐步转变为改造的

引导者、服务者和监督者；可设立专项‘适老化改造基金’

充实资金来源；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置一个适老

化改造体验馆，让老年人就近、切身感受适老化改造后对

生活带来的便利，让老年人从‘要我改’变为‘我要改’，更

好地推动适老化改造工作。”

本报记者 吴崇远 通讯员 陈福军

推动适老化改造
由“政府统领”向“社会共治”转变
省政协委员 傅旭敏

推动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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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亲历

【记者走访】
适老化改造没花一分钱
老人感叹现在家里好干净

在省两会“厅（局）长通道”集中采访

活动现场，王剑侯提到了曾经到访西湖区

楼江庭家，看到他在家里生活和行走比以

前方便了不少，很开心，“像这样能给困难

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体现了政府

的兜底责任。”

昨天下午，钱报记者就来到了西湖区

北山街道友谊社区，见到了楼江庭老人。

老楼今年 65 岁，因脑梗后遗症导致

左侧偏瘫，行动不便，2020年列入适老化

改造对象后，有关部门主要从“如厕洗澡

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住环境改善”这

三方面为他制定改造方案。

现在，楼江庭住得还习惯吗？一走近

老楼家，记者就看到门口浇筑的水泥坡道。

楼江庭妻子韦玲说，“改造前这里有个低门

槛，是个麻烦事。有时候，稍不注意或下雨

天甚至会摔倒，去年就摔了一次。”

于是，对楼江庭家的适老化改造，就

从门口开始。斜坡方便轮椅进出，也减少

了风险。改造后，家中墙壁粉刷一新，黄

色扶手随处可见，客厅、卫生间地面做防

滑处理，裸露的电线做了掩埋、包裹，整个

屋子干净整洁，耳目一新。

“我最满意的是地面改造。原来水泥

地，很容易脏。改造之后，用了防滑材料，

安全了，看上去也舒服了。”楼江庭笑着说

道。

韦玲则特别提到卫生间里的助浴椅：

给楼江庭洗澡对她来说，是个大难

题。改造后，助浴椅成为了

韦玲的“第三只手”，在

冬天，楼江庭也可以

在妻子的帮助下洗

一个热水澡，这在

以 前 可 以 说 是 奢

望。

本报记者 边程壹

通讯员 蒋璐敏

代表委员一起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坚持传统服务与智能

化服务并行，方便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办事。”这也让周圆

对推进我省智能化时代的“适老”工作充满期待。

周圆认为，“适老化”不仅限于智能技术范畴，还应在

最初的设计、设置阶段就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情况，这

就需要在政策推动、市场投入、社会引导等方面综合发力。

周圆建议，公共文化机构和旅游景区要加强针对老年

人的人工服务。如果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操作

智能设施，出现不能预约、不会购票、无法提供健康码等困

难，应通过老年人免预约或现场预约、电话预约、家人代为

预约、现场登记身份证等措施有效解决，并设置志愿服务

岗为老年人及时提供协助。同时，老年大学、养老机构、村

(居)委会社区等，应为老年人提供相关培训、辅助服务等，

引导、教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信息平台等新技术，有关

部门应制定细化的量化考核标准，强化监督检查，“相关部

门还应遴选一批优秀的智能化设备生产企业，鼓励支持其

加大研发的力度，尽快研发‘适老化’的智能化产品，提高

涉老智能产品的适老性，满足老年人在居家生活、出行、就

医、预约服务、线上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周圆说。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智能化时代
要推进智能产品适老化
省人大代表、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专题部主任 周圆

省民政厅厅长王剑侯省民政厅厅长王剑侯

助浴椅助浴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