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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悄然迈向一个

深度老龄化的时代。过去

18年，浙江省老年人户籍人

口占比连续上升。2021年

底，户籍老年人口1205.69

万，占比达到23.66%。

衰老意味着身体机能

的逐步退化，老年人往往有

着 独 特 的 生 理 和 心 理 需

求。眼下，基础病缠身的老

人更是成为家家户户最大

的牵挂。

从一头青丝到满头白

发，从精力无限到力不从

心，在无可避免的衰老过程

中，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

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从

个人和家庭到社区和城市，

老 人 们 有 哪 些 担 忧 和 需

求？我们如何为老人营造

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走

进杭州市潮鸣街道所巷社

区，探访了几位老年人的养

老生活。

我们正迈向一个深度老龄化时代，老人成为家家户户最大的牵挂

我们更想住家里，养老服务能上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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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度峰”期间，所巷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在

力所能及地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给老人发防疫

包、发退烧药，还要为个别有特殊需求的老人代配

药，提供咨询和安慰。”所巷社区党委书记张瀛说，

这段时间，社区的 17 位社工和两位助老员工作量

不小。

在张瀛看来，一老一小始终是社区工作的重

心。所巷社区辖区仅 0.2 平方公里，常驻人口近 1

万，其中，有近3000位老人。社区的养老服务工作

对老人群体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所巷生活着600

多位高龄老人（80 岁以上）、600 余户空巢老人、

120 多位独居老人以及 14 位孤寡老人。以老人的

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为参考标准，助老员需要对每

位老人分级提供每天、每周或每月一次的探访服

务。

而整个潮鸣街道现有一支23人的助老员团队，

同时，通过组建楼道志愿者、“银邻互助”等队伍补充

走访力量，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的助老服务。

很大程度上，和老人联系频繁的助老员满足了

老人特殊的心理需求。而为了让老年人生活得更

舒适，近几年，所巷社区还在不断进行适老化改造。

自 2018年 5 月社区加装首部电梯起，至今，所

巷社区内已有 22 幢单元楼加装电梯，解决了老人

上下楼的难题。同时，社区为3户残疾困难家庭进

行了室内的适老化改造，“重点改造老人极易滑倒

的卫生间和厨房，加装适配的辅助器材，如轮椅、助

厕器、助行器，更换老旧电线和开关，增添夜间感应

灯和烟感报警器等智能监测设备⋯⋯”

在配套服务设施不足的老城区，2022年，所巷

社区通过盘活有限的场地资源，开始增添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停车库空间相对充裕，腾出了一部分改

造成邻里中心；原本闲置的空间也整合了，打造成

老年认知症关爱驿站⋯⋯”张瀛对这些正在建造中

的养老服务设施已经勾勒出一幅蓝图，“邻里中心

打算为社区的书画班、合唱团、空竹社等团队建设

提供场地，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社区还会增设老

年就餐点和图书馆；在关爱驿站，邀请医生每月定

时坐诊，开展认知症障碍的筛查和预防。”

在张瀛的计划中，金色年华所巷社区居家养老

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还将进一步深化，借助科技手

段转向健康养老。所巷社区还打算借助专业机构

的力量打造并推广云诊室，引导老人用好手机。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老有康养”列

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这令张灜对未来的

养老服务工作充满信心，她希望政府继续加大对有

资质的社会组织、专业第三方机构参与和建设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扶持力度，制定社区差异化居

家养老服务评定标准，让专业人员有可持续发展为

老服务的空间，运用专业知识辅助社区更好地满足

老人居家养老需求。

老城区适老化改造：给老人更多关爱

家住树园小区71岁的陈彩莲刚走出一段慌乱

的时期。

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同龄的老伴开始发烧，

“烧到 39℃，测了抗原是两道杠。”陈彩莲顿时慌了

——老伴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近几年更是频繁

住院，因为胆结石，2021 年开刀摘除胆囊，去年又

因为胰腺炎住院半个月。自从疫情防控措施优化

调整后，两人都不太敢出门，“每天只出去买个菜，

家里经常通风。”12 月中旬，社区给老人发的防疫

包也派上了用场，陈彩莲记得，“有酒精湿巾、口罩

和免洗消毒凝胶，后来还发了退烧药。”

吃过晚饭，陈彩莲赶紧陪老伴去了浙大一院。

晚上不到 7 点，急诊大厅挤满了人，“心里又急，感

觉号子永远都叫不到似的。”陈彩莲和老伴折腾到

凌晨1点才回家，“开了盒感冒药，医生说，‘如果三

天后还高烧不退，再到医院来。’”

两人没敢告诉在云南工作的儿子，怕他担心，

可心里又不免打鼓。好在，三天后，老伴退烧了，陈

彩莲则只发烧一天，状态就好起来。

在陈彩莲和老伴缓慢康复的过程中，2022 年

12 月 23 日，对面锦园小区的阮芙蓉一家也感染

了。

阮芙蓉 67 岁，发烧三天；老伴 71 岁，有高血压

和糖尿病，全身痛了四五天。他们相对镇定，因为

家里常备退烧药和感冒药，儿子还提前买好了血氧

仪、抗原试剂和耳温枪。儿子一家三口就住在不远

处，“儿媳妇和孙女也感染了，那一周，儿子两头跑，

照顾两边。”

眼下，四位老人都已“阳康”，只是仍会感到乏

力、关节痛。但他们不约而同的顾虑是，“轻易不敢

去医院，怕再感染上。”

然而，老人的生活很难离开医院。陈彩莲有糖

尿病，每天要吃两颗降血糖的药，“可能社区老人

多，那款药供应很紧张，社区卫生院有时有，有时又

开不到，就得去医院开。”陈彩莲说，“如果社区卫生

院能把这些基础病的药，足量备齐就好了。”

“阳康”后的顾虑：不敢去医院，怕再感染

随着身体状态好转，陈彩莲和阮芙蓉的生活正

逐步恢复往日的面貌。陈彩莲夫妻俩喜欢旅游，疫

情前，他们喜欢去西湖周边散步，也走遍了全省各

地。这几天，两人的行程又开始满起来，“前不久去

了龙门古镇，还去了城隍阁敲钟祈福。”

阮芙蓉爱运动，过去她每天早起爬山，还练了

三四年的瑜伽，每到周末就和朋友们相约到西湖边

晨练，但疫情后大家都没再去过。1月8日，暖阳和

煦，阮芙蓉和三四位朋友又重新约起来，去东河边

走了一圈。

寻常日子回归的同时，社区里的变化也令几位

老人欣喜。阮芙蓉家住七楼，2020年，单元楼多了

一台加装电梯。陈彩莲发现，小区里增添了不少健

身器材，她还听说，社区的老年食堂也在筹备中了。

近几年，她们的几位邻居还相继住进金色年华

所巷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这是浙江省首

家社区级养老服务中心，2016 年 3 月开业，既提供

托养床位，又可为白天无人照顾的老人提供日间照

料服务，“晚托床位每月4000元，日托照料每天40

元，餐费另算。”

“家门口就有这样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挺不

错。”陈彩莲感叹，“只是太小，只有 6 张床位，供不

应求。”

尽管四位老人身体尚可，但他们不得不忧虑数

年后的生活。“我们还是更想住在家里。”陈彩莲希

望，今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也能够提供上门服务。

社区养老的期盼：能提供上门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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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

上门为老人发防疫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