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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莎莎说，这份职业面临的
最大困难是入户评估时如何与
老年人沟通。她每次入户评估
前，都先与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取
得联系，尽量和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上门。一般来说，每个老年家
庭都要有2位评估师同行，需要
携带好工作证以及政府的相关
文件。

和老年人打交道，细心和耐
心是必备的。老年人多多少少
会有些耳背，难以与评估师进行
正常交流。声音的高低也要掌

握好，声音太高，老人会觉得态
度不好；声音太低，老人又听不
清。

有时，问卷题目过于书面
化，老人无法理解。史莎莎就
要将书面术语“翻译”成老年人
能理解的大白话。不少老人说
的是无锡方言，会说方言能拉
近彼此的距离，也能让沟通更
顺畅。在无锡10多年，史莎莎
能听懂大部分无锡话，还会说
上几句，这一语言能力为她加
分不少。

本报讯 左手搭着工作人员
的肩膀，迈步缓缓走进考场……
2024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主观题考试将于10月20日
开始，18日下午，1名特殊的考生
提前来到考点熟悉场地和设备。

31岁的夏天雨是先天性全盲
患者，今年是他第三次参加“法
考”的主观题考试。在考场内，夏
天雨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测试耳
机的音量、电脑操作，不时与工作
人员小声交流，直到将所有流程
操作一遍，他才放心。在两天后
的考试中，他将在工作人员的辅
助下完成这场考试。

夏天雨说，他目前从事盲人
推拿的工作，但是对法律比较感
兴趣，就有了参加“法考”的念
头。夏天雨表示，如果最终通过
考试，他希望能从事法律相关的
工作，或者做一名“法律推广博
主”，将法律知识传递给更多的
人。

无锡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方便夏天雨参加考试，他们
帮他提前申请了专用考试系统。
客观题考试前一天，市司法局邀
请夏天雨到考点熟悉考场环境与
读屏软件的使用；考试期间，为他
单独设置考场，安排专人带领进
出。考试结束后将他送到家人身
边。在夏天雨客观题考试成绩出
来后，市司法局再次与他联系，帮
助他提前熟悉考场。

据介绍，从2009年开始，无
锡就有视障考生参加“法考”。无
锡市已连续6年为视障考生设立
专门的“法考”考场，一共为3名
考生累计服务13次。其中，考生
张志强于2021年通过考试，成为
江苏省第一位获得法律职业资格
的视障考生。 （甄泽）

“这张银行卡里的50万元是
我的养老存款，发现卡丢了时，我
吓得都头晕了。没想到，民警这
么快就帮我找回来了……”10月
18日，市民汪阿姨来到博览中心
站派出所河埒口站警务室，为民
警送上鲜花和手写信致谢。

汪阿姨今年72岁。10月15
日上午，她骑车到河埒口地铁站
附近的银行办事时，见银行还没
开门，便到河埒口地铁站站厅找
卫生间，并顺手把包挂在了卫生
间内。

“等我回到银行才回过神来，
包忘了落卫生间了。”汪阿姨赶紧
跑回去找，但挂包的地方已空空
如也。“包里不光有我的身份证，
还有银行卡，卡里有 50万元存
款，是我的养老钱……”汪阿姨顿

时吓得六神无主。这时，一名保
洁员路过，见汪阿姨情绪异常，了
解情况后，立即带她到河埒口站
警务室求助。

值班民警殷明华接警后，一
边安抚汪阿姨，一边向地铁沿线
执勤警力发送寻物指令。民警张
正光接到指令后，立即展开调查，
很快确定汪阿姨的包被一名女士
捡走，随即电话联系该女士。该
女士积极配合，将包送至警务室，
此时距离张正光接到寻物指令仅
过去20分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此
快的寻物速度并非个例。“失物警
情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领域
较为多发，由于客流量大，乘客流
动性高，寻物行动速度关系到遗
失物找回的成功率。”无锡市公安

局交通治安分局民警介绍，为此，
今年年初，该分局创新建立了“快
警帮”工作机制——在此类警情
处置过程中，该分局横向加强与
地铁集团、公交公司等单位联动，
纵向强化各站点执勤警力快速反
应能力，接警即行动，形成“一站
接警、多站快反”的立体寻物网，
有效缩短寻物时间，提高遗失物
品找回的成功率。在前段时间，
河埒口站警务室接处一起手机遗
失警情，民警从接警到找回手机
用时不到10分钟。同时，对于主
动交还失物、拾金不昧的群众，参
照见义勇为标准给予奖励。据统
计，自“快警帮”实行以来，该分局
已累计帮助群众找回手机、包、身
份证、现金等失物700余件。

（刘娟 实习生 董建广）

适老化改造评估师：

量身定制有尊严的晚年
老人哪些能力有缺失？如何保证老年人的安全？哪些服务适合他们？我国人口老龄化

趋势明显，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适老化改造评估师这一新兴职业也逐渐进入公众视
野。他们评估老人能力，并为老人改善居住环境，享受更有尊严的晚年。

史莎莎在为老人做评估。
（受访者供图）

“快警帮”加快寻物速度

存了50万元的银行卡丢失
民警20分钟找回

“阿婆，自己穿脱衣服、扣纽扣
和拉拉链有没有问题？”“能走楼梯
吗？能爬上几楼？”这些问题对史莎
莎来说，是和老人交流时最常问
的。有时候，她还会带上一些道具，
比如，让眼花的老人看看能否手持
放大镜看清报纸上的字，能不能自
如地拿起指甲剪修剪长长的指甲。
去年一年，她的团队走访了7000多
个老年家庭，了解老人们的健康状
况，对他们进行自理能力、基础运动
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
的评估。最终，他们为每位老人制
作了一份能力评估报告。

据介绍，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等
级分为“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
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五
等。史莎莎会据此给出是否需要家
务料理、康复保健、助餐送餐等各类
居家服务的建议。她还会观察老人
的居住环境，在室内外行走、如厕洗
澡、厨房操作、居家操作、居家环境
以及辅助器具等多个方面给出建
议，提出家庭适老化改造方案，并预
估费用。

近几年，无锡针对80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进行全面评估服务，以便
为老人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提高
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史莎莎表
示，从2020年开始，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成为新职业，之后又衍生出适
老化改造评估职能，两者相辅相成。

虽然入户走访要付出大量
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每次
因为自己的评估和建议为老人
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让史莎莎
分外开心。

有位90多岁的阿婆，带着
将近 50 岁的残疾儿子一起生
活。史莎莎考察了实际情况后，
建议为这个家庭配备护理床以
及床边扶手等设施。她的团队
还为这个家庭更换灯具、整理电
线，让用电环境更加安全，母子
俩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史莎莎还为一位六旬老人
提出适老化改造的建议。老人
下肢残疾，平时依靠一辆手动轮
椅外出，碰到斜坡需要别人帮
忙。老人的儿子患有精神残疾，
不能指望他陪同老人外出。为
此，团队将老人的轮椅换成慢速
电动轮椅，老人自行外出买菜和
购物方便多了。同时，他们在老
人家的马桶两边安装U型扶手，
将浴缸改为淋浴间，方便老人如

厕、洗浴。回访时，老人用双手
竖起大拇指，表达了对适老化评
估和改造的满意。

有些家庭通过改造水池和
柜子，让轮椅能自由进出，老人
自己也能做饭；有的家庭将浴缸
改成了淋浴间，增加了可折叠淋
浴椅，让老人能够独立洗浴；有
的老人行动受限，通过在家中设
置一字形扶手、助行器、护理床，
老人能够在家中进行短距离行
走，降低了长期卧床造成肺部感
染的风险，也减轻了家人的护理
压力。好的评估师，就是通过评
定老人能力，借助各种辅助设
施，帮助老人享受便利的生活。

许多老人常因为自理能力
下降而感到无奈。史莎莎希望
自己能用专业的力量，让更多的
老人享受安全、舒适、无障碍的
居家环境，真正做到“老有所居，
老有所养”。

（晚报记者 黄孝萍 实习
生 肖若溪）

准确评估老人能力 沟通需要细心和耐心

帮老人拥有更多自由

助视障考生追梦

无锡连续6年
设“法考”专门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