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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重点阐述了照护作为人类的
基本活动，承认照护是一种社会劳动对
于解决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存在“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角
色分工，需要研究这几个子系统之间的
互动关系及功能耦合，使得“老年照护
体系”成为真正的系统整体。

唐钧介绍，在欧洲，老人入住机构
的比例在4%～6%之间，96%～98%的
老人都住在家里，只有在生命最后阶
段，由于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过于专
业，才交由养老院的机构进行照护。

“将来的照护不应该是‘院所式’
的，而是以居家服务为主。”唐钧认为，
比较理想的模式是以社区为基点和平
台，专业人员要下到社区，对家属等非
正式照护者提供培训、喘息服务，社区
层面配置专业的健康照护工作者能为
开展居家照护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能
直接提供专业门槛较高的照护服务。

在唐钧看来，慈善公益和有组织的
准市场运作，对于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
存在的问题非常重要。“养老产业最多
只能是薄利，不太可能是一个暴利的产
业。” （中国经营报）

采访中记者发现，养老护理
员的性别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问题。调查显示，近一半受访者
不在意养老护理员性别，其中男
性占65%，女性占35%。

随着年龄增长，73岁的程
大伯近几年越来越关注养老护
理员相关话题。他说，真到自己
不能自理需要养老护理员时，有
人能照顾好自己就满足了，不会

太在意性别。
同样 73 岁的李大妈也表

示，自己不在意养老护理员性
别。她说，男性力气较大，像帮
忙翻身、抱上轮椅等动作，男性
护理员会更有优势，而女性相对
来说更加细心。所以，她认为男
女护理员各有优势，自己都可以
接受。

（浙江老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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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前些年说
‘人活八十不稀奇，人活九十古来稀’，现在
的新口号是‘人活百岁古来稀’。”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在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和
老龄社会30人论坛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
表示，随着老年节律发生变化，退休以后的
生命还有30年之久，需要重新定义中国老
龄社会，建立支持积极老龄社会的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
指出，“生活有保障，工作有机会，退休可选
择”，是衡量积极老龄化的三项标准，要系
统建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支撑”的老年照护体系。

“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人口
老龄大国。”王振耀列举了一组数据，
中国有着超过3亿的退休人口，2020
年，60岁以上老人有2.64亿人，65岁
以上老人有1.91亿人，80岁及以上高
龄老人有3570万人。

王振耀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
不同，中国的老龄社会有其特殊性，体
现为“做家务、务农耕、养孙辈、勤学
习、善创造”五个特点。

他解释，在退休以后，中国老年人
口对于劳动很有热情，城市退休人口
热衷于做饭、做家务，农村的老年人则
坚持从事农耕。他曾经做过一项调
研，发现有94%以上的老年人在不同
程度地养育孙辈，这是一个非常独特
的现象。

此外，这一代老年人学习能力极
强，老年大学供不应求，多种形式的老
年回忆录涌现。

因此，王振耀提出，老年人是发展
“善经济”的骨干力量，尤其是“新三

届”（指 77、78、79 级的大学生）与“五
老”队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
教师、老模范），相当多的老年人“退而
不休”，仍在工作。

所谓“善经济”，主要有三个内涵：
一是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生产力
高度发达；二是社会价值深度引领经
济价值，经济全面向善、科技向善、金
融向善；三是系统弘扬社会价值以推
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中国隐藏着一座积极老龄的金
山，有待开发。”他指出，老人既是社会
价值的消费者，也是特殊生产者。目
前社会对于老龄化负面意识太强，很
多政策、社会行为有待调整。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
长、高级研究员李佳强调，除了要发挥

“新三届”“五老”的积极作用，还要做
好老农民、老工人、老单身、老病号等
群体的兜底工作，为这些群体提供更
好的社会保障与更大的社会参与途
径。

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首
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标志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国人口长
期发展的主要任务。

为迎接中国积极老龄时代，王振
耀认为，如何更好地促进各项老龄事
业、老龄产业的发展，值得进一步思考
与探索。

王振耀提出，要建立支持积极老
龄社会的系统。具体来说，要支持老

年人通过多种形式创业，完善为老服
务体系；探索建立政策支持体系，公益
慈善需要探索建立典范案例；要充分
开发老年人的经验、知识与技能，鼓励
老年人发展咨询业、参与公益慈善活
动；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会资
源及社区自治组织的“五社”联动，让
老年人自我服务、互相服务。

对个体而言，老年人需要重新认
识退休以后至少三十年的黄金期，积
极融入社区，参与社会共创。

隐藏着一座积极老龄的金山

充分开发老年人的经验与技能

养老不可能是“暴利”产业

相关调查

养老护理员 爱心很重要
许多个深夜，他们为照顾老人而忙碌、奔走；许多个清晨，他们敲

开老人房门，送上问候和贴心服务。他们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
的业绩，他们用爱与责任温暖万千老人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养老护理员。

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家对养老护理员的认知和期待，有媒体发放
调查问卷，并进行采访。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83份，其中60岁
以下受访者282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201人；男性248人，女性
235人。92%的受访人认为，自己或亲人未来需要养老护理员。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受访
者中，对养老护理员有关注的占
69%，其中，七成以上为中老年人。

68岁的吴春花是位独居老
人，目前身子骨还比较硬朗。记
者采访时，她正和朋友们在杭州
西湖边的公园里跳舞。吴春花
说，因为子女工作都比较忙，不
想让他们太为自己操心，所以已
经开始关注一些养老机构的信

息，为以后的养老生活提前做好
准备。

45岁的张先生也对养老护
理员比较关注，原因在于家中父
母都已70多岁，自己在外工作
很难贴身照料。他了解到，现在
养老机构和护理人员服务越来
越专业化、多样化，所以正在搜
集一些信息，抽时间跟父母商量
一下，一起去实地看一看。

在养老护理员的工作中，
接触较多的是行动不便的半失
能或失能老人，作为这类老人
的守护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呢？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
受访者认为，责任心、爱心、耐
心及奉献精神，是养老护理员
最应该具备的素养。

受访者王女士说，父母年
纪大了，有时就像小孩子一样，
发脾气次数多了，自己也难免
有情绪。子女尚且如此，与老
人非亲非故的护理员，如果没
有责任心和爱心，结果可想而
知。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除了

责任心、爱心、耐心及奉献精
神，大家普遍认为，专业知识、
技能和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
也是养老护理员应具备的重要
素养之一。

王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家
中老人跌倒，兄弟姐妹几人轮
流照顾，弄得手忙脚乱、疲惫不
堪，不得不求助专业护理员。
她发现，有了护理员的照顾，老
人不仅身体康复得好，心情也
好了不少。她留心观察了护理
员如何照顾，确实非常细心，很
专业。“有时候老人家跟我们发
脾气，护理员还帮忙安抚，真的
帮了大忙。”

中老年人更为关注 提前为养老生活作准备

有责任心和爱心 这些素养很看重

近半数不在意性别 认为男女各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