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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就能享受养老照护
和家政服务，是不少居家养老
的老人们的心愿。老人们需
要什么样的家政服务？家政
进社区存在哪些难题？记者
在北京进行了探访。

社区老人急需这样的家政
上门保洁开药送餐 康复护理精神慰藉

“有的养老驿站设在居民楼一
层，办不了餐饮服务许可证，只能在
别处做好了饭菜再送过来。可是，老
人更喜欢吃刚出锅的热乎饭菜。”“家
政人员住在养老驿站，可以随时满足
老人的需求，然而，这不符合消防‘商
铺不能住人’的规定”……在家政进
社区过程中，家政公司也遇到了不少
堵点和难处。

“家政服务企业最主要的成本之
一就是房租。”一家家政公司负责人
坦言，希望社区能在服务场地上给家
政企业一些优惠和支持，以降低企业
的成本。房租成本降低了，服务价格
也能相应降低，服务的便利性与时效
性则随之改善，这样才能够提供更
快、更准、更放心的服务。

还有家政公司负责人反映，社区
在合作的方式上以及场地的提供上，
也存在一些局限。“目前，正在与一个
街道洽谈养老合作。根据街道老人
的数量和情况，按1名阿姨对接3位
老人来安排，我们至少需要提供100
名阿姨。所涉及的诸如培训场地、住
宿条件、面试签约场地等问题，都是
亟待打通的堵点。”

记者从其他家政公司了解到，家
政企业参与社区养老，主要的收入来
源于政府对老人的补贴，但资金拨付
较慢，企业垫资周期很长，有的甚至
长达15个月以上，这也是影响家政
企业投身社区养老的一个重要问题。

（北京晚报）

为了给社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
的服务，家政服务人员常驻养老服
务驿站，为老人提供卫生保洁、家电
清洁、协助购药、超市代买、送餐等
便民服务。同时，与养老服务驿站
融合联动，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
供电话及上门巡视探访、上门理发、
上门助浴、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服
务。此外，还为老人提供“住家”和

“不住家”家政等多种服务。
家政阿姨杨忠梅就在为武圣东

里的一户老两口提供“不住家”养老
照护服务。每天上午9时30分，她准
时来到刘奶奶家里，先给老人做好

饭，再给瘫痪在床的老人喂饭、按摩、
擦洗身体、换衣服。如果刘奶奶身体
状态不错，杨忠梅还会推着老人到楼
下散步、陪老人聊天、给老人讲故
事。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刘奶奶的身
体情况明显好转。“2月份刚到刘奶奶
家的时候，老人躺在床上动都不能
动。现在，她会笑了，聊天也有反应
了，老人的儿女们非常高兴！”杨忠梅
说。

杨忠梅提供的这类社区养老服
务，会对老人的情况进行多方面精
准评估，比如老人的护理等级、性格
特点、既往病史、喜好需求等。

临近中午11时，送餐公司将热
气腾腾的营养餐送到劲松六区养老
驿站。20元标准的营养餐，三菜一
汤，荤素搭配。家政服务员梁军拎
着保温桶，为订餐的张永吉老人送
餐上门。

走进张家，梁军刚刚将保温桶
放在餐桌上，老人就拿起桌上的一
盒药说：“嗓子有些不舒服，你帮我
看看这药，是不是治嗓子的。”梁军

接过药盒说：“我给您念一下：消炎
喷雾剂，消炎止痛，用于治疗口腔炎
……”声音很洪亮，但特意放慢了语
速，好让老人听清楚。读罢，梁军发
现这盒药已经过了保质期，便提醒
老人：“这药已经过期了，不能用了，
我重新给您买。”出门时，顺带拿走
了老人家的垃圾。

76 岁的张永吉独自一人居
住。他告诉记者，因为患有眼疾，行

动不便，做饭成了大难题。“现在有
人把饭送到家里，可省了我好多事
儿。”

长期以来，“吃饭难、做饭难”一
直是社区居家养老难以回避的问
题。送餐上门服务，打通了老年餐
桌到老人饭桌的“最后一公里”。自
2月份以来，劲松街道、潘家园街道
等十余社区的近2000位老年人享
受到了助餐、配餐、送餐服务。

周末，记者来到一家由政府牵
头、社会参与、企业运营的养老服
务中心。这里设置了医务室、日间
照料室、老年餐厅、机器人服务体
验室等，并为社区老人建立健康档
案、服务档案，提供远程医疗、康
复、陪诊就医等服务。

“家庭养老床位是家政公司承
接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形式，将养
老院的床位与家政公司的专业护
理搬到老人家中，让老人更好地享
受到周边、身边、床边的养老服
务。”这家家政公司负责人说。

随着家政养老落地社区，家政
服务员有了一个新身份——养老
顾问。梁万江就是养老顾问中的
一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与20
多名同事轮班上门照顾家庭养老
床位的老人。

早上9时，铃声响起，刘奶奶打

来电话：“今天，我想打扫打扫卫
生。”梁万江随后与另一名养老顾
问一起上门。做完大扫除后，梁万
江还不忘提醒一句：“您上次开的
药马上就该30天了吧。”

刘奶奶患有糖尿病，医院每次
只给开30天的药量。听了梁万江
的话，刘奶奶把社保卡交给梁万
江，由她去代开药，这已经成为两
个人之间的默契。

面向刘奶奶这样享受家庭养
老床位的老人，养老驿站需要每月
上门提供8小时护理服务、2次护
理评估和环境评估服务、1次护理
培训服务。“我们可以提供卫生清
洁、上门理发、助浴、跑腿、就诊、送
餐、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多个服
务项目。”梁万江说。

长期的照护服务让梁万江成
为社区老人们信任的人。早上6

时，梁万江接到了迟奶奶的电话。
“我摔倒了，胳膊动不了了，疼
……”梁万江立刻赶到迟奶奶家。
只见老人倚在沙发上，托着胳膊，
疼得直掉眼泪。双目失明的老伴
急得手足无措。

梁万江马上通过手机挂了个急
诊号，又下单叫来一辆出租车，迅速
把老人送到医院，陪着老人拍片、问
诊、治疗、拿药……老人回家养伤
后，她每天上门探望老人，尽管这已
经超出了每月8小时的时长。

梁万江知道老两口每天晚上
都要泡脚，担心两位老人一个看
不见，一个胳膊受伤，烧水容易发
生危险。于是，每天下班之后，她
还要上门去帮老人烧好热水，看
着他们泡完脚，把水倒掉后才离
开。这样的“探视”一直持续了
20多天。

服务1
家庭养老床位 养老顾问随时照护

服务3
常驻养老驿站“不住家”服务也到位

反馈

家政进社区还存在不少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