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喘息服务为养老家庭替班

【特写】05新闻

位于朝阳区的八里庄地区 ，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6万
人 ， 空巢老人多达 4100户 。 近
日 ， 八里庄街道推出 “幸福久
久 ” 养老体系 ， 通过 “喘息服
务 ” 等项目为地区2.6万名老人
解决生活难题。 “喘息服务” 是
怎么回事？ 记者前去探个究竟。

志愿者上门照顾老人
让家属喘口气儿

八里庄东里， 是一个五十年
代的老小区， 电视剧 《金婚》 就
是在这里拍摄的。 上午10点， 记
者走进这个苏式结构的老小区，
发现院子里晒太阳的老年人格外
多。 住在23号楼的王凤鸣老爷子
96岁了， 他要想出来晒太阳就费
劲了， 自从去年摔了腿后， 就连
上厕所也得需要人搀扶。 三女儿
王淑英如今24小时照顾王老爷子
不敢离身。

今年， 八里庄街道通过政府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 建立
了完整的 “喘息服务” 方案， 并
组织志愿者服务队照顾辖区内老
人。 这不， 志愿者队长梁会兰今
天来 “替班” 了， 替王淑英照顾
老人来了。

王凤鸣老人坐在床沿看电
视， 梁会兰在边上给他解释着电
视剧的情节。 “来， 我们该喝水
了！” 看到老人舔了下嘴唇， 梁
会兰把水杯递到了老人嘴边， 喝
完后又轻轻为他擦拭嘴角。 电视
不愿意看了， 梁会兰就给老人念
念报纸， 唠唠家常。

“我闺女要是有事要出去办，
先打电话告诉会兰来替她。” 96
岁的王凤鸣见记者来采访， 刚说
一句话就湿了眼角。 老人说， 社
区里有高龄老人的梁会兰都会去
照顾， 跟亲闺女一样照顾得可好
了。

记者了解到， 王老爷子是梁
会兰志愿服务队服务的39家之
一， 目前志愿者队伍已经达到90
多人。 每次上门服务， 除了给老
人端水、 喂饭等简单的照顾， 还
有的志愿者自学了修脚、 理发，
给老人们提供更细致的照顾。 除
了每个月两三天的 “喘息服务”
时间外， 不少志愿者的手机还24

小时开机， 一旦有老人或家属打
电话求助 ， 他们会立即提供帮
助。

“我爸爸岁数大了， 离不开
人， 喂饭、 喝水、 洗澡、 上厕所
都需要人伺候。” 王淑英告诉记
者， 去年， 老父亲在家跌倒过一
次， 从那之后她就更是24小时陪
护， 不敢有一丝懈怠。 “每天的
生活都是围着我爸转， 我生病需
要去医院的时候， 就请邻居照看
几个小时， 自己快去快回。 身心
俱疲， 真没有喘息机会。”

推出81个助老项目
打造“幸福久久” 体系

“很多志愿项目都在关注老
人、 病人， 但他们的照料者也同
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八
里庄街道办事处主任张福来说，
只有让照料者得到休息， 及时充
充电， 才能更好地照顾家人。

“喘息服务” 顾名思义， 就
是让照顾患病、 失能、 空巢老人
的家属有机会喘口气。 是由政府
或民间机构牵头， 成立专门的队
伍， 经过一定培训后， 提供临时
照顾老人的服务， 给照料老人的
家属一个喘息的机会。 这项人性
化的服务被比喻为 “养老救火
队”。

据统计， 八里庄地区60岁以
上的老年人共有2.6万人 ， 占到
了辖区总人口的1/4， 其中有不
少老人生活不便， 需要人照料。
目前， 已经有三个社区的39户老
人和家属享受到了 “喘息服务”；
到今年年底， 志愿者的人数会达
到90人左右， 这项服务有望覆盖
八里庄街道所有社区。

为了让社区的老年人在遇到
危重疾病时得到及时的救治， 八
里庄街道还将推出 “金辉俱乐部
计划”， 拟在地区人口比较密集
的居民区， 整合地区养老院， 社
会单位等各类社会资源， 系统地
建立起一批日间照料室， 使日间
照料室形成点位分布， 为白天独
居家中的老人营造一座无围墙的
养老院。 与此同时， 八里庄社区
卫生中心值班医生还将为养老院
的老人以及社区周边老人提供医
疗咨询服务， 更为失能老人提供

上门服务。
“除了 ‘喘息服务’、 ‘金辉

俱乐部计划’ 之外， 我们还推出
了陪伴空巢老人聊天的 ‘家音’
热线、 给老年人提供美味可口饭
菜的 ‘天天助餐’ 计划等81个项
目， 这些项目构成了完整的 ‘幸
福久久’ 养老体系， 使 ‘老人居
家养老、 社区辅助照料’ 变得更
为实际、 可行。” 张福来向记者
介绍。

6月建成云动中心
实现科技养老

记者了解到， 八里庄街道还
将正式使用云动全域指挥中心系
统。 这套系统于2014年底正式启
动， 目前处于信息采集和模块建
立阶段， 将于今年6月份在全市
首推。 届时， 云动中心将针对地
区各类养老、 助老服务方式进行
统一整合， 如家音热线、 会兰敬
老服务联盟、 红北十姐妹等， 经
过云动中心自动分权与确权处
理， 进而统一协调、 调动地区行
政机关、 自治组织、 社会组织、
地区养老机构等多方社会力量，
形成合力， 让地区老人享受科技
养老带来的便利。

“我们这套云动全域指挥中
心系统一方面以地区人口大数据
库为支撑， 对老年人口精细化分
析， 系统梳理了地区老年人基本
情况 ， 如老年人住所 、 家庭情
况、 需求导向等各类信息， 精确
到人， 实现了老年人个性服务需
求的精确定位。 另一方面还将结
合朝阳区 96105热线 、 ‘家音 ’
老伴热线服务网络等， 定向为老
年人提供问需、 帮扶、 看护、 预
警等 ‘一站式’ 的个性服务， 满
足地区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以及安
全保障。” 张福来说。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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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就是遭遇事业瓶颈
期了， 工作八年了， 想寻找另外
一个平台， 薪水是一方面， 更多
的是自身提升和发展的空间 ！”
一位求职者如是说 。 4月19日 ，
第四届 “才聚亦庄” 中高级人才
大型引荐会在北京经济开发区锦
江富园大酒店举办。 来自北京奔
驰、 泰德制药 、 中芯国际 、 LG
化学等在内的近60家知名企业参
会 ， 现场提供近千个中高端岗
位， 求职者可免费参加。 招聘现
场首次邀请猎头进场当参谋， 协
助企业招聘， 引荐会一开始， 猎
头公司的职业指导和简历投放处
就吸引了大量的求职者， 其中不
少已经是企业的骨干， 但事业遭
遇瓶颈或者期待上升空间的他们
渴望得到专家的指导， 更进一步
地提升自己在职场的价值。

高端人才“跳槽”
更注重上升空间

虽说已经过了春节之后的招
聘高峰期， 但这次人才引荐会的
火爆程度似乎一点也不亚于3月
初的高峰期招聘会， 原定于九点
开始的招聘会， 不到八点半就有
求职人员拿着简历在入场的地方
排队， 领取会场的简章， 并填写
求职意向表 。 现场的求职人群
中， 也涵盖好几个职场年龄层，
既有90后的应届毕业生， 也有一
些在职场有一定根基的80后， 更
有资深经验的60后和70后职场
人。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有经验
的人， 我尝试着投了几份简历，
虽然专业不那么对口， 我觉得试
试也可以！” 某大学电子专业毕
业生小王刚刚应聘了一家保健品
公司的采购人员， 尽管企业也希
望更有经验的求职人员， 但对于
已经利用业余时间做过兼职的小
王， 也可能会让其进入下一步面
试环节。

已经有着近8年物流经验的
陈女士则期待能有进一步上升的
空间， 在采访中， 她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的薪水条件还不错， 月
薪在1.3-1.6万之间 ， 但她还是
期待有一个更好的上升的平台，
所以希望来找找新的机会。

现场的高端人才简历投放
区， 是这次引荐会的一大亮点。
两名接收简历的猎头也忙得头都

抬不起来， 他们一边对求职者进
行简单的询问 ， 一边在行业范
围、 期待薪金、 福利待遇等重要
项目上进行标注， 并表示 “在会
后会尽快的进行匹配和推荐职位
的程序”。

一名猎头告诉记者， 以往猎
头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很神秘的，
给一些管理岗或者技术岗的高端
人才联系往往是电话居多， 现在
通过现场面对面的方式 ， 不仅
“接地气”， 还能与求职者有一个
更深入的交流， 不仅能进行一定
的职业规划的指导， 在进行职位
推荐上也能更精准。 记者在现场
看到， 不到10分钟， 这位猎头手
边的简历已经摞了一小堆， 至少
20份的样子。

一小时入场超2000人
生物企业最受青睐

“才聚亦庄” 中高级人才引
荐会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 形成
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所以吸引前
来的各类求职者也很多。 据主办
方统计， 招聘会开场一个小时，
入场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 记者
在现场看到， 招聘需求涉及电子
信息 、 生物技术与新医药 、 汽
车 、 装备制造 、 绿色能源等行
业， 包括技术类、 营销类、 管理
类的职位。 其中， 部门经理、 高
级网络工程师、 医学总监等都是
开发区最急需的人才。 此外， 生
物技术企业仍然是 “招聘大户”，
义翘神州、 昭衍等企业还带来了
招聘应届生的职位。

活动主办方开发区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眼下正是招聘旺
季， 参会企业带来的职位含金量
高， 待遇也好， 诚意十足地想吸
引更多人才的加入。 作为本市唯
一同时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
优惠政策的经济区域， 亦庄聚集
了包括9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
的共6000多家企业， 其中尤其以
生物医药、云计算、节能环保、新
材料等“高精尖”产业为龙头，给
出的待遇也很丰厚。 在企业招聘
区， 记者看到，“月薪5000+绩效
奖”、“班车”、“饭补”、“应届生解
决户口” 等介绍着实吸引人。 现
场招聘的企业中， 生物医药企业
的招聘展位前最为火爆， 排队递
交简历的人数最多。

“猎头”入场为企业招人当参谋
直击亦庄高端人才引荐会

□本报记者 闵丹/文 于佳/摄
———探访朝阳八里庄养老助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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