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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养老供给侧短板如何弥补？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白莹 文/摄

当前， 我国城市养老存在三大明显短板： 一是社区的居家养老缺乏配套。 中国的老年人90%以上选择居家养老， 但是
这个领域的服务相比机构养老发展得更慢； 二是居家养老无法提供精准服务。 城市空巢化以及养老专业设施薄弱， 造成老
人需求得不到灵活响应； 三是面对失能、 失智老年人照顾的养老问题愈加突出， 目前对此缺乏政策支持。 为了破解大城市
养老短板， 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居家养老地方性法规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围绕养、 保、 住、 用、
用、 餐、 医等领域进行政策设计， 并且引进现代科技手段， 改善养老供给侧状况， 已经取得明显效果。 专家建议， 城市居
家养老最主要的问题是打通最后一米， 让每位老人都能得到零距离的精准服务———

专家： 智慧养老+平衡供给才能打通最后一米

【调查】
引进智慧元素
提升硬件服务

硬件服务是养老服务中的重
要部分， 不少老年人和家属希望
更多的科技元素能够出现在养老
领域中。 调查中， 记者发现一些
地方也在尝试试点打造智慧养老
系统。 “空巢老人， 没有按时就
寝、 在屋内日常活动、 如厕等，
发射器将感应到这名老人的动态
信息有异常， 经过与日常起居生
活数据的比对， 我们社区志愿者
第一时间接到后台发射的报警信
号， 直接获取老人居住信息， 到
其家中查看情况， 进行第一时间
的帮助。” 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社
区服务中心主任郭聪利介绍， 街
道柳北社区正在试点全方位打造
智慧养老系统， 真正的为辖区老
人提供智能化 、 信息化 、 便捷
化、 远程化的养老服务。

在大慧寺21号院4单元5楼居
住的谢庆贵老人， 今年已经72岁
了， 几个月前， 老伴儿不幸去世
了 ， 成了空巢老人 。 去年11月
份， 家里安装了智慧养老系统，
记者看到， 这个系统在谢阿姨家
里， 一共安装了4个设备， 包括
网络发射器、 就寝探测器、 紧急
求助器 、 如厕探测器 。 谢阿姨
说： “老伴儿走了， 两个儿子又
得上班， 家孙晚上来陪住， 白天
没人陪。 自打安上了这个， 感觉
多了份保障。”

研发此套系统的北京怡凯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武伟
林告诉记者， 这套系统是通过智
能 看 护 系 统 的 传 感 器 组 ， 部
署 在 老人生活环境中 ， 对老人
日常起居活动进行全天候精确探
测和处理分析， 并将起居异常和
意外信息发送到亲友手机上。 如
果发现起居生活的异常， 会快速

进行反应。
郭聪利介绍：“我们发现，建

立养老驿站过程中受到了普遍的
房屋用地的限制， 所以基于居家
养老的概念，我们提出在街道、社
区、签约服务商‘三位一体’，推进
居家养老服务2.0的实施进程。 这
样一来， 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
解决社区居家养老三个问题，一
是把养老服务以生活照料为核心
转变为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核心；
二要把养老服务从单一化和碎片
化转向多样化和集成化； 三是通
过社区养老管家的模式， 将原本
松散的服务转变为专业化的第三
方服务整合与统一管理。 从去年
开始， 该系统已在北下关街道的
40个空巢老人家中试点。 ”

记者了解到， 居家养老服务
2.0是以老人为中心 ， 从老人的
实际需求出发， 以全面提升老人
生活质量为目标， 以居家安全为
基础， 以专业养老管家为服务管
理核心， 以精神慰藉为重点， 以
民族传统为支撑， 以专业化服务
为依靠， 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
供社会化服务。

【激活】
创新软件功能

提供“日问候”服务

除去在养老服务中加入更多
硬件科技元素， 结合老年人的需
要， 在养老服务软件创新上一些
地方也在做着探索。 去年10月1
日， 顺义区老龄办接到了家住杨
镇齐家务村的老人王凤兰女儿送
来的一面锦旗。 因为工作原因，
王凤兰老人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老人的生活和行动存在很大的困
难。 周末， 王凤兰老人的女儿回
家， 正巧碰到服务员。 看见正在
仔细认真的收拾屋子， 连老人都
想不到的地方， 服务员都收拾的
干干净净。 不仅保洁做得好， 老

人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服务人员
都想尽办法去解决。

目前， 顺义区独居老人2100
余人， 分布在19个镇6个街道近
400个村、 居， 自2015年10月起，
顺义区开展了60周岁以上独居老
人 “日问候” 服务， 实现对独居
老人的 “日问候、 日关怀”。

服务中借助义工和志愿者服
务力量， 每周为独居老人提供不
少于四次精神关怀服务， 并建立
每周问候关爱台账。 通过电话问
候的方式和老年人沟通、 了解需
求， 特殊情况下通过上门服务的
方式， 陪老人聊天交流， 给老人
讲故事 、 读书读报 ， 陪老人散
步、 游览。

目前， 参与独居老人 “日问
候” 的义工和志愿者共有800余
人， 出现应急情况时能够第一时
间通知各镇、 街道及子女， 及时
应对突发情况的发生， 帮助子女
能够及时掌握老年人情况。

此外，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 ,聘请优秀第三方为全区独
居老人提供每周2小时的家政服
务， 为保证服务质量， 聘请专业
第三方， 对服务开展专项评估及
老年人满意度调查。 服务内容不
仅包括打扫卫生、 洗衣服、 擦玻
璃等清洁工作 ， 还涉及拆洗被
褥、 干农活等服务， 更有针对性
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为保证服务顺利开展， 全区
投入100余万元， 建立5个服务站
点， 配备8辆服务车、 百余辆电
动自行车开展此项服务。 目前，
为全区独居老人提供服务的服务
员100余人， 服务员均为本村及
周边40至50岁之间人员， 一是与
老人接触度较高， 减少服务过程
中的排斥感， 更有效的为老人提
供服务。

2015年10月至2017年， 顺义
区财政共计投入578余万元， 用
于开展60周岁及以上独居老人日

问候服务， 仅2017年， 独居老人
家政服务近16万小时， 日问候24
万余人次。

【建议】
养老需要顶层设计

打通最后一米

养老供给服务如何精准送进
老年人身边 ， 打通养老服务最
后 一 米 ？ 养 老 驿 站 怎 样 实 现
可 持 续运营 ？ 对此 ， 政协委员
们纷纷支招、 献计， 例如建议加
强供给服务顶层设计， 让养老服
务精准落地， 使用统一的养老服
务管理平台， 让全市各类养老机
构服务互联互通， 协调服务。

市政协委员季茹介绍 ， 根
据此前的调研显示， 绝大多数老
人 愿 意 居 家 养 老 。 在 理 想 的
养 老 方式中 ， 选择居家养老方
式的老人占比88%。 老年人对养
老服务的需求， 排名前三位的分
别是： 医疗、 送餐和助浴。 有高
达83%的老人反馈了看病难的问
题， 很多半自理、 不能自理的老
人表示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病了，
多数是子女代替老人去开药。

除了医疗服务和送餐服务这
两项刚性需求以外 ， 排在第三
位 的 是 洗 澡 助 浴 服 务 需 求 。
很多老人表示由于身体失能导
致自己洗澡成为一个格外困难的
事情， 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倒造成
骨折等身体损伤 。 在调查过程
中， 调查组特别注意到， 很多老
年人表示此前并不知道还有助浴
这项生活服务。

季茹建议， 加强养老精准供
给服务的顶层设计。由政府主导，
搞好养老顶层设计，引导市场、各
类社会养老企业，按统一规划、设
计、建设服务和管理，统一养老服
务标准和规范。优惠政策公平、明
确、能落地，真正建立公平开放的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市场。

同时， 依据养老需求， 提供
分类保障和精准供给服务。 季茹
介绍， 对老年人群体进行养老服
务数据调查， 详实了解老人养老
服务的基本需求 ， 通过专业评
估、 需求分析， 合理划分老年人
群体， 科学分类， 以老年人及其
家庭的养老服务需求为导向， 针
对不同老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中的
不同情况， 分类设置机构、 居家
和日间照料、 医疗、 送餐、 助浴
等养老服务项目， 实现服务供给
的精准有效。

季茹还建议， 建立统一的养
老服务管理平台。 使用统一的养
老服务管理平台， 实施标准化数
据管理、 应用类网络、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养老服务管理，
包括服务全过程的质量监管， 使
全市各类养老机构服务互联互
通， 协调服务， 资源 （如： 助浴
设备） 共享， 提高养老资源的使
用率和使用效益。 实施养老机构
网络化建设。 尤其居家、 日间照
料和驿站式养老机构要合理布
局， 确保就近就便实施片状区域
性全覆盖养老服务。

如今， 不断增多的养老驿站
打通了 “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但要着力研究并解决养老驿站可
持续运营问题。 民建北京市委提
出， 养老消费的主体仍然是政府
买单，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和机制尚未形成。

对此， 建议鼓励社会参与 ，
引入慈善机构、 公益基金、 保险
机构、 上市公司进入养老驿站 ，
以冠名权 、 公益赞助等方式解
决驿站的部分日常运营资金 。
通 过 驿 站 整 合 社 区 里 的 各 种
与 养 老 有关的服务和资源 ， 激
发 市 场 消 费 ， 提 高 服 务 质 量
和 效 率 。 同 时 ， 出 台 供 应 商
入驻 驿站的参考合同文本 ， 赋
予驿站经营单位对入驻供应商实
施监管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