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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左右，钱江晚报记者来到北景园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中心门口的小黑板上写

着“封闭管理”四个字，玻璃门上落了锁，隐约能听

到碗筷叮当的声音。

看到记者在门口张望，值班人员上前询问。

“现在这个点，刚好护理员们在喂老人吃饭。我们

现在是只出不进，不好意思啊。”他隔着门告诉钱

江晚报记者。

服务中心左侧有一扇移窗，距离窗外的走廊

有一米多的距离。平时，家属在这里进行探视。

钱江晚报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北景园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负责人方艳。

“我们这里现在住了四十多位老人和十位左

右残疾人。”方艳介绍，服务中心里一共有79张床

位，配有 12 位护理员。她表示，作为一家公建民

营的社会保障机构，自费入住的费用在一个月

4000 元到 6000 元之间，有托养服务补贴的弱势

群体入住则可以优惠。

2022 年，拱墅出台“阳光安养”政策，发动各

街道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开展摸排，了解符合条件

家庭的入住意愿。

“有的弱势人员是通过社区摸排，由政府托

底送到我们这边来的。有的是家人照护不过

来，或者没有照护的能力。”方艳告诉钱江晚报

记者。

社区摸排+家庭意愿+政府托底 现有五十多位老人和残疾人

1 月 18 日下午 4 时多，金晓宇父亲

金性勇辞世。《我们的天才儿子》记录了

这一家三口在杭州这间老房子里，和残

障与躁郁症拉扯的几十年。翻译成了患

有精神疾病的金晓宇在这期间对抗孤独

的唯一武器。文章发出后引起全网关

注，也让这个沉默在社会一角的天才译

者被看到。

尽管金老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已

经为儿子办好去残联托养中心的手续，

“等我老了做不动了，到时候我再到养老

院去，他再去（托养中心）也可以。”但金

晓宇的父亲去世后，金晓宇的未来如何

安放，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在刚闭幕的省两会中，“弱有众扶”

成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报告

提出，未来五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年人

均提高到 15000 元，困难群众医疗费用

个人负担率合理控制在15%以内，县级

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全覆盖，“残疾人之

家”覆盖率超过92%。

当父母老去后，原本在家庭养护下

成长、缺乏自理能力的重疾孩子该何去

何从？“以老养残”困难家庭还有没有更

好的出路？

从2022年9月起，杭州市拱墅区在

浙江率先出台《拱墅区“阳光安养”家庭

联合式托养实施方案》，为残疾人和父母

共同入住养老机构提供政策支持。昨

天，钱江晚报记者来到位于杭州的北景

园养老综合服务中心。

“弱有众扶”实施得怎样？本报记者走访杭州北景园养老综合服务中心——

两位老人带着一对智力残疾儿子
一起住进了养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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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82岁的李爷爷、77岁的沈奶奶和两个智力一

级残疾的儿子，是北景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首户享

受“阳光安养”家庭联合式托养服务政策的家庭。

沈奶奶早早退养，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照料两

个儿子的起居，几乎不出门，也没有什么社交生

活。而李爷爷负责外出买菜、采购物资等。

随着年龄渐高，老两口越来越力不从心。儿

子上床、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忙，而他们佝偻的身体

已经无法负担一米七的中年人的重量。

老人万一走了，残疾的兄弟俩怎么办？谁来

照顾他们？这成了二老的一块心病。

在北景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间二十多平方

米的小套房里，住在里面的两位老人现在轻松了

不少。比如，护理员帮忙喂饭，大儿子不认生，他

的胃口也很好。给儿子擦身的时候，护理员也能

搭把手。一日三餐都会准时送到房间，这也为沈

奶奶节省出不少陪伴儿子的时间。

方艳介绍，在北景园养老综合服务中心，护理

员每天会定时上门进行房间服务和卫生打扫。“有

时候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老人吃不消处理的，

只要按一下铃，护理员就会马上过来，也不影响他

们生活的自由空间。”方艳说。

方艳表示，这些平均年龄在五十岁上下的护

理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尽管有失能失智的老人

没法表达自己的需求，但他们有时候很敏感。

通常家属一个月会来探视一次，但彼此之间

的交流不多。护理员们需要加倍细心、耐心地去

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摸熟生活习惯之后，有的

老人鼻子红了，护理员就意识到可能是生病了，会

带他去护士长那边检查。”方艳说。

一对智力残疾儿子+两位老人 一起住进养老中心轻松了不少一对智力残疾儿子+两位老人 一起住进养老中心轻松了不少

原来这些困难群体们大多困在家里，缺少社

交，而现在住到北景园居家服务中心后，开始互相

认识，有时他们会结伴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

午睡结束后，护理员们会根据老人当天的精

神状态和身体情况，确定是否让老人进行下午的

康复训练。“我们还会定期组织观影活动、手工课、

生日会、议事会等，让他们都能参加到园区生活中

来。”方艳说，由于疫情原因，现在这些活动暂停

了，但老人们可以在两位护理员的搀扶下，在楼下

的廊道上走一走。

去年 12 月 13 日，为了防范即将到来的新冠

感染高峰，北景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始实行封

闭式管理。“只有五六个老人是被家人接走回家过

年的，大多数的老人和我们所有护理员，都留在服

务中心里过年。”方艳说。

没法出门感受年味的情况下，方艳他们做了

不少准备。服务中心早早地储备了年夜饭的食

材，其中就有杭州人春节少不了的春卷。服务中

心还买了花生米、瓜子之类的小零食，老人们在房

间里看春晚的时候能有个零嘴。“‘福’字也都买好

了，到时候让老人们贴起来，装扮自己的房间。”方

艳说。

在服务中心的运营过程中，方艳也碰到了一

些困难。北景园养老综合服务中心不是医养结合

的托养中心，护理员中也只有一位护士。如何提

高困难群体们的健康保障，变得非常重要。经过

联系，服务中心得到了拱墅区民政局和街道的帮

助，附近的卫生服务站会派医生来进行巡诊，“每

天一次，我们也能放心一点。”方艳说。

“目前，血氧仪、吸氧机和吸痰器我们都配备

了。希望医院在药物供给、医疗资源方面，也能够

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应的辅助。”方艳说。

方艳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对于残障群体，服务

中心会采取团队式协作的方式进行照护，即两个

护理员一起照看八个老人。“这样，如果出现突发

情况，两个人可以互相协作，有个照应。其实，我

们也想扩充一下人手，但要考虑到人力成本。”方

艳期待政府方面能给普惠性托养中心更多资金支

持，同时针对残障人士的兜底机制能更完善，可以

为他们对接资源，解决更多现实难题。

两个护理员一起照看八个老人 期待更多医疗帮助和资金支持

老人们在一起闲聊老人们在一起闲聊（（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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