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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作为
一个全国首个市级层面可通存通兑的养老服务互
助时间平台，2019年成立。它先后经历了社区
级、街道级、区级、市级层面的探索与施行，遵循

“政府主导、通存通兑、权威统一”的运行机制，目
前已在南京全面推广，已覆盖99%以上城乡社
区，并在街道、社区依托现有养老服务设施设立服
务点1300多个。

在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运营人员看
来，这一新型养老模式很有必要性，北京、上海、山
东、河北等地由政府牵头开展，同类型的模式已在
江苏无锡、山东青岛等地复制推广。

“即便是活力老人，空巢独居也存在风险。互
助时间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扩大养老服务社
会参与，缓解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矛盾，对转化专
业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运营人员表示，互助时
间推动了年轻人照护老年人、低龄老年人照护高
龄老年人。

在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卢余群看来，南京
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
索。平台以“服务时间”为媒介，通过“低龄存时
间，高龄取服务”降低养老成本，是互助养老与
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志愿者与老人彼此年
龄相仿且直接关联服务者自身今后的养老，
这样的养老服务更贴心、更能体现换位思
考。服务者的服务等同于服务自己的未来，积
极性也更高。”

同时，卢余群认为，国内的新型养老模式，
可以是合谋共建新的社区，或共享已有住宅，也能
在现有的社区和乡村中抱团。共居养老可以有效
减轻孤独感，减少患认知障碍症、抑郁症、心脏疾
病的风险，“有研究显示，共居养老模式下，老年人
身体状态、心理状态和对环境的满意度都大幅提
高。”

发展新型养老模式，一方面需要政策的支持，
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措施和资金保障、养老服务
专业的培训并加强宣传，提高公众的知晓度。另
一方面，需打造更多像南京互助时间类似的官方
信息化平台，便于服务信息的及时获取以及时间
存取的可视化。

但至于余杭汤大姐的民间抱团养老模式，卢
余群也给出了她的建议。

首先，自发组织要慎重选定“大家长”，并制定
抱团公约、内部沟通和寻求外部帮助条约，形成能
人带头下的自我约束和良性循环机制，保障日常
生活的正常开展。第二，政府要将“抱团养老”模
式纳入公共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政策支持与服务
保障，并确保“抱团养老”在遇到难事、大事时能得
到组织赋能。第三，社区、志愿者、家庭等社会各
方力量构成共同支撑体系，在规范制定、矛盾调
解、自我成长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浙江日报）

更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琐事帮扶需求

多地兴起新型养老模式，有前景吗？
一位老人拉着年轻志愿者的手，两人共同浏览手机里的搞笑视

频。这是你理想中的养老生活吗？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浙江60岁以上的户

籍老人达1340万人。预计到2025年，浙江省户籍老年人口总数将
超过2000万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在南京则显示为，
2023年末南京市常住人口中，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2万人，
占21.97%，相比于2020年人口数据，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

老年孤独、养老压力、体面养老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
来，一些新型养老模式也在多地开始探索。

相比于传统养老模式，新型养老模式更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状态
和生活琐事帮扶需求等。

南京市互助养老服务——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原为
“时间银行”，下文统称“互助时间”），用志愿服务时间兑换未来养老
服务；杭州滨江区的陪伴型养老项目“多代同楼”，年轻人用陪伴“抵
扣”房租；余杭民间兴起的“抱团养老”，一群人租住在一起，互相抱团
养老等。

这些新型养老模式，有不少参与者，某些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积
极成效。参与者们为什么pick新型养老？它会成为主流养老模式的
有力补充吗？

去年11月份，29岁的潘婷搬
进了杭州滨江区的五星级养老机
构——阳光家园。

作为滨江区陪伴型养老项目
“多代同楼”的青年志愿者之一，
她需陪伴结对老人每个月不少于
10小时，以获得免租入住养老院
的资格，每月仅需支付300元管
理费，对比与此前租房每月1800
元的价位，入住养老院让潘婷觉
得“性价比挺高”。

如今，潘婷已进行近一年的
志愿服务，也解决了老人们的不
少困难。诸如老人不会手机功
能、牙疼需要人陪诊的小事情，潘
婷填补了“有人能帮个小忙”的空
缺。

此外，老人的孤独感减轻了
不少。

潘婷搬入阳光家园的时候，
几百公里外的江苏南京，57岁的
南京市“互助时间”志愿者王文霞
也在服务高龄老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王文霞自
己也算是一名老人，属于仍有劳
动能力的“低龄老人”，而她所服
务的“高龄老人”普遍是80至90
多岁，有些老人连出门买菜、剪头
发等日常琐事，都已无力解决。

王文霞对新型养老模式格外
认同，并坚信自己未来会成为受
益者。“我觉得这是一份政府背书
的保障。”

服务老人，一方面是献爱心
做好事，另一方面，王文霞也在为
未来做规划。她坦诚自己的担
忧，虽然已有后代，但儿子已建立
小家庭，琐事不断，养老工作压力

都大。如果自己发生意外，儿子
有孝心，但不一定即刻能赶回来。

“这很现实，但必须接受它并
提前规划了。”王文霞说。

面对老人们的突发事件，小
区里的志愿者则能发挥零距离地
理的优势。王文霞服务的老人
中，一位董奶奶家里突然断电，电
箱直冒火星。一通电话，同一小
区的王文霞就赶到了现场，耗时
不过五六分钟，她发现是电路老
化导致电箱故障，切断总闸联系
物业，修好电箱。

“等到一切处理完毕，我给老
人的女儿电话报平安，说不用赶
过来了，事情已经妥善解决了。”

“养老，不是一个轻松的工
作。”杭州滨江区阳光家园养老
院的工作人员说，“多代同楼”项
目自2019年开展，六年间已进
行三批次招募，今年7月30日，
第四批多代同楼陪伴者也启动
了。

项目启动前，养老院有大量
的工作提前进行，工作人员对养
老院的老人摸底，哪些老人乐意
参与，哪些老人很抗拒。面试志
愿者之后，再根据他们性格、需
求不同结对老人，对于志愿者
们，还需要进行基本说话技巧辅
导、老人相处细节指点之后，才
能开展活动。

年轻人和老人们相处时，随
意但又不能太随意，自在但也不
能太自在。

而不少年轻的志愿者也表
示，项目初期，他们和老人们相
处会经历一个尴尬期，“有点不
知道聊什么，只能主打一个陪
伴。”

一位“95 后”志愿者则表
示，面对边界感较强的老人，她
要先拿本子记下老人们的作息
时间，“日常陪伴中，以配合他们
的作息为主，譬如这时间段他要

看电视，就陪他看电视，以对方
需求为主。”

相比于“多代同楼”志愿者
们普遍会经历的“初期尴尬”，

“抱团养老”的参与者们则面临
着“持续磨合难”的问题。

去年，杭州汤大姐和丈夫在
老家余杭区百丈镇建了一座别
墅，除了自住的房间外，还空了
10多个房间，她尝试“抱团养
老”。截至目前，别墅内陆陆续
续接待过七八位老人。

“长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抱团的小伙伴们，不仅仅和我打
交道，还需要做到大家一起朝夕
相处，彼此之间会有摩擦，成员
流动性较大。”汤大姐一个人负
责做饭、搞卫生等生活事宜，坚
持下来并不容易。

此外，有些抱团老人有基础
病，需定期去医院开药，别墅去
医院并不方便。“这些生活中细
碎的小事，慢慢会动摇小伙伴们
长住的决心。”

新型养老模式虽前期遇到
不少困难，但发展至今，已有一
批拥护者。

潘婷报名了下一期“多代同
楼”志愿者，她和金奶奶产生了

感情，不愿意离开。“如今我们的
相处，和家人一样，我发现有什
么好吃的东西，我会带去给金奶
奶。金奶奶介绍我和她女儿认
识，我也把我朋友介绍给她，互
相熟悉。金奶奶还会给我一些
小礼物，就像多了一个奶奶一
样。”

在阳光家园养老院的志愿
者中，甚至有“三朝元老”（三次
招募都参加的年轻人）。

汤大姐也对未来充满信
心，今年，她增加了农家乐的经
营，扶持抱团养老事业，“有一
些听说抱团养老的客人，会专
程来打卡。”她正尝试借鉴其他
抱团养老组织的经验，譬如如
何求同存异。她心目中的理想
抱团养老状态是10个左右的成
员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

为什么pick新型养老 他们都有各自的需求

新型养老模式有苦有甜 不少项目仍在坚持

杭州滨江区阳光家园里和老人一起刷视频的潘婷杭州滨江区阳光家园里和老人一起刷视频的潘婷。。

汤大姐的别墅期待汤大姐的别墅期待
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新型养老有其不可替代性
专家：需政府规范引导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