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6.25 星期三
责编 薛敏 ｜ 美编 宗海东 ｜ 校对 罗丹硕 乐龄 A09

花费10多元，就能享受一顿营养美味的社区养老餐；每月花费数百元，智能语音机器人能为老人提供24小时
心率、血压等健康监测；花费上千元，家居设施可以进行一系列适老化改造……近日，记者走访了多个全国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为了追求生活品质而买单。相应地，各个社区也加大了惠老助老力度，
银龄“幸福圈”正有力撬动银发“经济圈”。

民政部老龄工作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意味着通过整合社区及周边养老、医疗、生活照料等资
源，将碎片化服务整合为系统性供给，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目前，各地已创建299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
石油大院社区的濮永芳老人，今年
已经80多岁了。前段时间，濮奶奶
身上配置的体征监测带示警，她签
约的家庭医生立即同她取得联系，
询问相关情况。“有了这些关爱保护
举措，我晚上睡觉更踏实了！”濮奶
奶笑着说。

上述举措，只是石油大院社区推
广智慧养老的探索之一。石油大院
社区工作人员赵萌告诉记者，当前，
社区常住人口达11000人，其中，60
岁以上的老人占比27%，80岁以上
的老人占比6.6%。“这一数据凸显了
社区在养老服务方面具备的巨大潜
力。”赵萌说。

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意味着要
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为此，石
油大院社区与某科技企业合作，引入
其智能语音机器人，为老年人提供全
天24小时的火灾报警、跌倒报警、心

率监测、远程问诊等多项服务。
学院路街道工作人员陈琢介绍，

石油大院社区还引入了智慧健康养
老平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向老年人提供上门理发、陪医就诊、
外出接送等增值服务，“让更多老年
人‘用得上’‘用得起’”。

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离不开社
区养老服务环境的改善。

家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牛市
口街道九眼桥社区的唐立贞奶奶，今
年已经90多岁了。前段时间，唐奶
奶向社区申请了家庭适老化改造，包
括建筑硬件改造、家居家装改造、智
能化用具配备等。

九眼桥社区党委书记董毅告诉
记者，通过锦江区民政局发起的“友
邦友爱·乐龄计划”项目，社区为唐奶
奶在浴室加装了坐便椅、沐浴椅，在
过道安装智能感应小夜灯，在卧室配
备特定电磁波治疗仪，在客厅配备血

氧仪、血压计、血糖仪等，并提供智能
手环等诸多设备，大幅提升了她的生
活品质。

不只是改造一个老人的家园，更
是要改造全体老年人的家园。董毅
介绍，社区工作人员、微网格员每月
定期对特殊老年群体家庭用水、用电
和用气等设施进行安全检查、隐患排
查，并按照热水器 400元/台、灶具
200元/台、软管20元/根的标准，为
特殊老年群体家庭申报燃气具更换
补贴。同时，社区还在宏济新路95
号老旧小区改造项目、D10新建小区
中，增设坡道、栏杆扶手等无障碍设
施设备；在老年人主要活动场地及通
行道路上设置休息座椅，方便老年人
出行。

“在各项改造工作中，社区针对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都会提供相应的
补贴，让老年人的每一笔花费都物有
所值。”董毅说。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如火如荼

银龄“幸福圈”撬动银发“经济圈”

从北京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出
来，走到厂桥胡同12号，便抵达了
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的海畔邻里客
厅。店内装饰怀旧风满满，老式电
话、搪瓷缸、收音机、卡式磁带等元
素随处可见。简餐区里，几位老年
朋友正手捧咖啡，聊得正欢。

兴华社区党委书记盛洁告诉记
者，这里多为平房，每家每户地方都
不富余，一旦有客来访，或者子女带
着孙辈看老人，连个聊天的地方都
没有。社区决定开设这个300平方
米的会客空间，每小时收费80元，
还提供茶饮、简餐，没想到特别受社
区老年人欢迎，“有的老年人还把自
己的孙子孙女带来写作业、读书，都
说什刹海居民有了放松的地儿”。

“我们在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
时发现，很多老年人都希望能依托
各类综合性活动场所开展活动，满
足其日常社交和文化生活需要。”盛
洁介绍，社区决定依托社区内的各
类商户探索无门槛的公共空间，在
服务社会人群的同时，也为老年人
提供各类活动机会。

暖心社区绘就银龄幸福画卷。
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的过程中，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街道海
珀社区以“老人有需求、社区有服
务”为原则，聚焦老年人多样化需
求，精心打造了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海葵学堂”。学堂既有智能手
机操作、短视频AI制作等贴合时代
潮流的科技课程，助力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也开设传统文化、书法、
舞蹈、太极拳等经典项目，滋养心
灵、强健体魄，还联合山东省青少年
宫推出插花、整理收纳、化妆、健康
养生等低偿进阶课程，让“老有所
学”成为社区生活的生动写照。

海珀社区党委书记王娟介绍：
“我们始终将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
生活作为工作重点，全力营造温馨
和谐的社区氛围。”依托“橙”意联盟
单位资源，海珀社区定期开展公益
集市活动。活动现场，义诊、义卖、
法律咨询、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应
有尽有，磨剪子戗菜刀等传统手艺
再现烟火温情；同时，汇聚老字号美
食与非遗文化展演，为老年人奉上
家门口的文化饕餮盛宴，让归属感
与幸福感在一次次互动体验中生根
发芽。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
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各地在
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过程中打造的

“银发经济生态圈”，使社区从“服务
终端”转型为“消费主场”，值得进一
步探索。

专家表示，创建老年友好型社
区，不仅可以在硬件设施方面通过
适老化改造等措施，让老年人的生
活环境更安全舒适，也可以通过整
合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在让
老年人享受到更便利可及的服务的
同时，也能让其他群体重新认识银
发族的价值。

（光明日报）

清晨8点钟，家住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三墩镇政苑社区的章阿姨，又
来到了社区民生综合体一层的幸福
餐厅，享受起可口的早餐。“我每天都
来，但总也吃不腻，因为啊，这里每天
都有新花样。”章阿姨笑着说。

政苑社区党委书记章晓蓓告诉
记者，整合利用社区资源，以社区食
堂、老年助餐点、上门送餐等形式为
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是创建老年友
好型社区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拥
有1770余名老年人的社区，这些年，
幸福餐厅不仅成为老年人的“暖胃之
所”，更成为托起老年人幸福生活的

“民生支点”。
记者了解到，幸福餐厅采用“三

餐全覆盖+特色服务”的运营模式。
同时，针对社区高龄老人占比高的特
点，幸福餐厅又推出了“软烂版”餐食
标准，所有菜品均采用少油少盐烹
饪。每周更新的菜品中，还固定搭配

山药、秋葵等养生食材。70岁以上
的老人凭市民卡可使用100积分抵
扣餐费，折算后每餐实际支付不足
10元。很多老年人都说：“20元享受
三菜一汤，比自己做饭还实惠。”

“为了延伸幸福餐厅的服务边
界，社区还为老年人提供‘餐品配送+
代购代办’的一站式服务，只需支付
一定的配送费即可。”章晓蓓介绍，幸
福食堂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已
累计服务居民超4万人次。同时，为
了拓宽盈利渠道，幸福食堂也开始探
索对外营业模式，向社会人员提供中
餐、晚餐等，并通过外卖平台进行点
餐配送。

以温情相伴，不断擦亮“幸福养
老”民生底色，这样的故事正在更多
地方上演。

近日，家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沧浪街道桂花社区的王奶奶遇到了
难题。前些日子她意外骨折，只能卧

榻休养，而老伴儿则重病住院，无法
给予照料。无奈之下，王奶奶在姑苏
区的社区互助养老平台上发布了代
取药品的信息。很快就有人接单，帮
助王奶奶解了燃眉之急。

桂花社区社工季婷告诉记者，创
建老年友好型社区，需要建立居家、
社区、机构养老之间的服务转介衔接
机制。社区引入“腾讯・姑苏银发科
技实验室”的互助养老平台，老年人
除了可以发布各项求助信息之外，还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约各项服
务，如缝补衣物、探访关爱等，并根据
实际情况支付相应报酬。

“比如前几天，有位瘫痪在床的
孙伯伯想理个发，刚发布了求助信
息，就有理发师上门服务。这一创新
模式能够让每一份需求都得到及时
回应，每一份善意都能精准送达。在
这个平台的守护下，老人们可以悠然
自得地安享幸福晚年。”季婷说。

基础设施升级，养老环境持续改善

生活更加便捷，老年人愿为服务“下单”

老年人来到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球川镇的老年人来到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球川镇的““幸福食堂幸福食堂””用餐用餐。。（（新华社新华社））

打造互动空间，
老年精神生活更充实

福建福州鼓楼区鼓东街道开元社福建福州鼓楼区鼓东街道开元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内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内，，志愿者正陪同志愿者正陪同
老年人体验乘坐无障碍电梯老年人体验乘坐无障碍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