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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临近中午，杭州
滨江区阳光家园内，22岁的黄
清怡给 85岁的赵水娟送来宣
纸。她陪老人聊了会儿天，还
一起在楼道里散了散步。虽然
最近多雨、天气又闷，但老人看
起来心情不错。

黄清怡并非老人的孙女，而
是因为去年底滨江区民政局发
起的“多代同楼”项目，两人结了
对，开启“老青互助”。

怎么互助？年轻人只需支
付每月300元租金，就能住进阳
光家园养老院的 2人间套房。
他们与养老院内的老人居住在
同一栋楼内，每月需参加10个
小时的助老服务。

首批参与“多代同楼”项目
的年轻人共有 9人，大多为女
生。老年人方面，阳光家园内
共有13户休养员报名。

阳光家园社工陈昕说，其
实，3个月前，赵水娟的状态并
不好。今年春节期间，赵水娟随
女儿到新加坡旅游，后因新冠肺
炎疫情滞留在国外。回到杭州
后，老人便陷入极度焦虑不安之
中。

除了阳光家园社工们的关
注、开解，黄清怡起到的作用也
不小。每次来看老人，她总会
带上艾草、香囊、画笔各种小玩
意，两人一起制作香囊、绘画，
一老一小感情逐渐升温，赵水
娟也开朗起来。

黄清怡本身学的是养老服
务与管理专业，刚毕业一年的
她，目前在滨江一家居家养老服
务公司工作。当然，她在“老青
互助”的过程中，获得的不仅是
专业上的提升。

“从奶奶身上，我学到了她
的待人真诚和善解人意。”黄清
怡说，比如两人一起吃早餐，赵
水娟总会准备一些年轻人爱吃
的巧克力和饼干，还有各种水
果。黄清怡在陪伴老人的过程
中，感受到了被需要，得到了情
感上的满足。

滨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多代同楼”并非志愿者服
务，而是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
式，“在跨代互动的过程中，可以
织补‘新邻里’网络，让老人重燃
生活热情，主动参与自己的生活
内容设计。最终，双方都能收获
情感的代偿，互助、互学、互乐、
互暖。”

实际上，近年来，除了“老少
同楼”，不少地方都推出了各种
类型的“老青互助”，比如在杭州
下城区长庆街道，老年人免费给
年轻人提供居住场所，年轻人则
为老年人提供日常健康照看与
简单的生活协助，老青同住在一
个屋檐下，互相关怀、互相帮助。

但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
争议。“老青互助”得到众多点赞
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如两
代人之间的代沟、双方安全风险
问题，目前都缺乏相应规范和法
律保障。对此，本报从多个层面
开展调查，探索“老青互助”怎样
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2019年2月，福州市晋安区茶园
街道推出老相青养老试点项目。24
岁的王新航住进了87岁的谭芳佩家
里，搭伙过日子。

这个项目要求1个独居老人搭
档1个独居青年，老人必须可以生活
自理，青年必须品格优秀，最好具有
医护知识，双方的性别还必须一
样。由独居老人免费提供家中的一
间空房给青年，青年在工作之余陪

伴老人，实现互帮互助的双向爱心
服务。

老人和青年双向选择，这个过程
就像相亲一样。只要有一方不满意，
就必须另找搭档。为保障服务过程
的安全性，双方还要签订老相青居家
养老服务协议。

工作人员发现，这种方式对独居
老人的心理健康有益。比如谭芳佩
一个人吃饭总是随便吃点，和王新航

一起生活以后，就认真对待。两人常
常聊天，互相开导。王新航还教会谭
芳佩使用智能手机，包括拍照、用微
信等。现在，谭芳佩可以自己给子女
们发微信语音，整个人年轻了许多。

从全福州来说，这是由社区介入
推进且成功的首例，在社区居家养老
探索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将来也很有
希望在福州扩大试点范围，帮助更多
的老人和青年。

“老少搭伙”好不好 这些城市有经验
“老青互助”“多代同楼”，这种老年人和年轻人“同居式”互助养老方式并不是杭州独

创，有的像杭州这样，还在探索阶段；有的经过在法律、制度等层面的完善，已经推广到一
定范围；有的则试图通过“时间银行”等方式，创建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通过“爱心房客
协议”，武汉年轻人和
老年人住在一起，互
帮互助。

《楚天都市报》

7月7日，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石
化村社区党员志愿者谢凤云在“时间
银行”上接单，看望辖区内86岁的独
居老人莫碧琼，做点简单的家务，陪
老人聊聊天，可获得“时间银行”的半
小时积分，积分存入党员志愿者的账
户。该社区已有20多位党员加入这
一志愿团队。

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可以在“时间银行”里储存服务时间，
年老以后可以提取时间兑换服务，是
一种互助式的养老服务。

自2012年起，南京探索“时间银
行”新型养老模式。2019年，南京市
民政局牵头制定全市统一的养老服
务时间银行系列规范，建立完整的
市、区、街镇、社区四级运行体系，开
发全市统一的养老服务时间银行信
息平台，设立专项基金。2019年12
月正式启动首批试点，全市12个区、

24个街道、247个社区的“时间银行”
试点正有序推进。截至2020年6月
9日，全市已有950个“时间银行”运
营服务点。

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9月底，“时间银行”将在全市各
区全面推广，建立起政府主导、通存
通兑、权威统一的养老服务“时间银

行”运行体系。全市建立统一的“时
间银行”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志愿者
和服务对象注册、需求发布、服务过
程、时间存入及转移、服务评价等严
密、便捷管理。江苏省也鼓励各地探
索建立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引导更
多志愿者参与为老服务。

（浙江老年报）

“爱心房客协议”
结成40多对老少组合

“老相青”
有希望扩大试点

2018年2月起，武汉市江汉区推
出“爱心房客”项目，采取网络和现场
结合的方式招募志愿者，老人的申报
主要通过社区现场和上门登记相结
合。2018年8月，江汉区将这个项目
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一年后，
已有100多位志愿者和300多位老
人完成登记，覆盖3个街道，有40多
名社工和大学生签订了“爱心房客”
协议。

要成为“爱心房客”，并不是简单
登记了事，还要经过好几道手续。首
先需要对老人和租住的房客双方进
行考察，找到双方都满意的组合。在
签订正式协议前，将有两个月左右的
适应期，通过周末活动等方式，让老

人和房客相互熟悉。像2018年“七
夕”，他们就策划了“一路有你 真爱
相随”活动，请来8对年纪较大的独
居夫妇，让年轻的爱心房客和他们一
起过了一个浪漫情人节。

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还要列出老
人家中的主要贵重物品，这样也可以
避免在租房后出现纠纷。“爱心房客”
的租期有1个月、3个月、6个月等不
同的时间，到期后可以根据双方意愿
决定是否续租。

承接这一项目的社工中心通过
与高校护理学院、专业家政从业人员
合作，为大学生或初入职场的新人志
愿者提供培训，提高他们的陪护能
力。此外，签署爱心互换协议时会对

双方提出约束性条款，空巢老人还会
出具一份房屋物品清单，社工中心则
会建档留存相关材料，这些措施充分
保障了老人的权益，使得“亲情互换”
项目得以顺利开展。

武汉晚晴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也采取类似模式。公司本有一批
年纪40岁上下的照护员，大多从外
地来武汉，白天在该公司各网点承担
照顾老人的职责，晚上下班后则需要
回到租住处。而该公司照料的老年
人中，有不少是空巢或独居老人，晚
上迫切需要人陪护。该公司便将两
边进行“配对”，老人不收取房租让照
护员居住，照护员下班后则可以陪伴
老人。目前已有10对成功“配对”。

“时间银行”
让年轻党员结对老人

老青“抱团”
合住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