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有智慧 养老更贴心
一键预约 移动照料

政协委员： 智慧养老需要标准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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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专题【关注】

随着人们对于养老问题关注不断升温， 不少新思路和新尝试也应运到
养老中。 这其中就包括 “智慧养老”。 不管是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还是
依靠政府搭台， 越来越多的可以元素正活跃在养老领域中， 并且发挥着不
小的作用。

【探访】
服务老人“一键预约”

调查中， 记者发现不少对于
养老模式中的新元素 ， 十分关
注。 “养老绝不意味着用传统的
老做法去解决， 还是需要加入更
多的智慧元素。 让养老搭上互联
网快车， 由此提提速。” 一直关
注养老问题的市民张蕾说表示。
而这一些， 也在不久前在她家门
口发生着。

11月15日， 延庆养老核心区
正式揭牌。 养老核心区内， 区级
养 老 服 务 指 导 中 心 、 区 级 养
老院、 区光荣院、 区军队离退休
干部活动中心、 湖南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 南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六位一体 ”， 成环形分布 ，
占地约2.5万平方米， 共有543张
床位。

核心区养老服务机构密集、
养老设施齐备、 服务集中、 交通
便利， 为延庆的养老CBD， 并呈
现出 “一体两翼” 的特色。 “一
体” 是指养老CBD融机构养老、
社区养老以及居家养老为一体，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两翼” 是
指以 “互联网+养老” 实现智慧
养老 ， 以医养结合实现健康养
老。

据了解 ， 本市提出 “9064”
的养老模式。 到2020年， 90%的
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的协助下通
过居家养老 ， 6%的老年人通过
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 ，
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
集中养老。

延庆养老CBD将 “9064” 养
老模式中的居家、 社区、 机构三
种养老融为一体， 整合优化各类
养老资源， 向居家、 社区和机构
养老的人提供各项服务， 辐射带
动全区养老事业和产业整体水平
的提升。

据介绍， 延庆养老CBD不仅
仅是三种养老模式的物理整合，
更要发挥出 “1+1>2” 的整体核
心区功能。 养老CBD引进具有丰
富养老工作经验的专业社会力量
负责运营， 延庆引进并推广他们
先进的养老理念和专业的工作经
验。 值得一提的是， 养老CBD通
过连锁化、 标准化、 品牌化的发
展， 推动形成以居家为基础、 社
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
结合的 “互联网+” 养老服务体
系， 充分辐射带动延庆养老产业
的发展。

“互联网+养老” 通过区级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来实现。 区级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设立延庆区养

老服务信息平台， 利用互联网整
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信息和全区
老人的需求信息， 实现供给侧和
需求端的精准对接。

目前，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已
经整合了近20家养老服务商、 31
家养老机构和11支农村助老服务
队， 老人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就可
以进行 “一键式” 预约服务。 养
老服务指导中心通过平台对服务
商、 服务过程、 服务质量等进行
全过程动态监管和实时监测， 进
行智能化管理。 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还将利用 “大数据” 分析等信
息化手段对服务及老人需求进行
统计管理， 优化服务项目， 实现
智能化养老服务。

当天来参观的王大妈说 ：
“这个地方真不错， 可以住， 可
以玩 ， 可以吃饭 ， 还有健康体
检， 我们老人的需求基本都能满
足了 ， 老人服务全部能 ‘一站
式’ 搞定。”

老人体会24小时“移动
照料”

在朝阳区， 利用互联网智能
硬件技术， 构建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 很快将成为养老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10月， 朝阳
区八里庄街道正式启动 “健康家
e养老计划”， 该项居家养老服务
项目以八里庄街道东里社区、 西
里社区、 十里堡社区为试点， 一
年来已显出成效， 街道计划辖区
90%的老人都将获配一套智能硬
件———可穿戴设备。

这套可穿戴设备将适时监测

老人血压、 心率、 体温等健康指
标 ， 通过移动互联网 ， 将数据
“同步” 至八里庄地区第二卫生
服务中心信息平台。 相关健康指
标， 一旦出现异动， 信息平台即
时发出警报 ， 并进行GPS定位 。
医护人员将 “按图索骥”， 在第
一时间赶赴老人家中， 实施医疗
干。

八里庄街道负责人介绍 ，
“远程监护+上门服务 ” ， 这种
“一对多” 式健康管理模式， 将
“移动照料” 变为现实。 老人无
论是在家中， 还是外出途中， 一
旦发生意外， 医疗小分队都能在
第一时间 “望闻问切”， 并赶赴
现场， 提供医疗救助。

目前， 八里庄地区第二卫生
服务中心筹建的监控中心已投入
使用， 组建医疗服务队伍， 对本
地90%的老人， 实行24小时 “移
动照料”。 记者在八里庄街道新
建成的养老科普体验中心看到，
“健康家e” 健康养老服务系统的
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着佩戴智能
腕表的老人健康指标， 一旦哪位
老人有异常， 工作人员会在第一
时间和佩戴者联系， 同时通知八
里庄第二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赶
往求救地点进行措施。

养老驿站的智能病床显示的
信息也能实时传送至服务系统，
老人躺到床上， 屏幕上就会显示
出各项指标， 老人离床后屏幕也
会显示离床时间， 为不在身边的
子女提供老人实时动态。 记者了
解到， 这种智能病床同样可以在
家里使用， 与卫生服务中心签约
的老人就可以实现实时监测。

企业关注智慧养老发展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想办法，
将互联网等更多科技元素引入到
养老上来发挥作用。 一些企业也
看准智慧养老这个领域， 积极投
入到其中。 不久前， 第二届家庭
服务博览会在顺义区举办。 博览
会吸引了来自全市近50家涉及家
庭服务、 养老服务和提供智能生
活的企业参展。 布设人工智能、
居家保洁、 养老健康服务、 便民
服务、 金融管理、 环境治理等30
余个场景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的博
览会上， 智慧家庭服务吸引着不
少人的关注。 在智慧养老公寓展
位前， 工作人员正在模拟智慧养
老公寓中演示着科技元素在养老
上发挥的作用。 不管是就医、 用
餐要是各种养老服务， 老人都不
用发愁。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可远
程监控老人的身体健康问题； 老
年餐桌可每天为老人设计养老餐
菜单， 并为老人送餐上门； 老人
有紧急需要， 按一下按钮， 就有
相关的为老服务工作人员上门，
同时联系老人儿女。

【建议】
智慧养老需要标准先行

北京市政协委员 、 医养康
（北京）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余立新， 所从事的正是社区医
疗养老服务领域， 对社区医疗养
老问题的持续关注， 使得她对当
前存在的社区居家养老单薄问题

非常了解。 她提出， 养老离不开
医疗， 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是大
势所趋。

近年来， 面对老龄化社会对
养老服务提出的新要求， 北京不
断加大养老供给侧改革创新， 试
点通过互联网+让老年人随时就
近享受精准的健康服务， 助力解
决 社 区 居 家 养 老 的 “ 医 养 结
合 ” 难题。 由此， 余立新认为，
养老需求的多元化， 使得通过信
息技术在供给侧掌握老年人状况
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社区服务站
点采集老年人日常数据， 帮助老
年人掌握和管理自身健康。 一旦
老年人健康出现异常， 社区医疗
机构的全科医生可在第一时间做
出反应。

全国政协委员、 香江集团总
裁翟美卿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
也表示出了对养老智能化的认
可， 她认为在 “互联网+” 的时
代背景下， 发展智能化养老， 既
能够显著提升养老服务效率， 又
能保证老人不与子女、 熟悉的社
区环境相脱离， 为居家养老提供
了更多可行性， 是未来居家养老
模式的一个新趋势。

翟美卿表示， 智能化居家养
老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必须利用
互联网、 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先进
技术， 连接医疗、 家政、 餐饮等
公共养老资源， 共同构建养老服
务互动平台。 但由于当前养老社
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 很多智能
化居家养老还停留在 “概念” 层
面上， 配套弱、 无标准、 服务不
落地问题突出。

同时， 行业门槛过低也为智
能化居家养老带来了隐患， 相关
智能化设施设备没有准入标准，
特别是部分带有移动健康功能的
智能终端设备， 误差较大， 无法
满足老年人需求， 也不利于养老
大数据的采集。

对此， 翟美卿建议积极推动
智能化居家养老的标准建设、 规
范先行。 制定一套完善系统的规
划和指导， 为各智能化养老机构
提供可依照的标准。

翟美卿建议， 智能化养老在
产业发展初期、 运营压力较大的
情况下， 还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
政策扶持。 应完善养老服务型企
业的相关税收、 财政支持政策，
加大对智能化居家养老的资金投
入， 对于智能化居家养老平台给
予适当的补贴。 此外， 要多渠道
培养居家养老人才队伍， 提高薪
酬和社会保险待遇， 探索入职补
贴政策， 鼓励大专院校对口专业
毕业生从事社区养老的护理保健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