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去养老院，在很多老年人的心
里都绝非最好的选择。床位紧张、收费
高昂、饮食起居不习惯、文娱活动不丰
富、寂寞孤独，等等，都是绕不过去的坎
儿。

不过，今年 75 岁的王大爷在黑龙
江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却过得挺
开心。他每天都很“忙”，日子要按“小
时”安排：书法、下棋、看书、打太极⋯⋯

“我在这儿吃得好、睡得香，怡然自乐、
没有后顾之忧，理想的晚年生活大概就
是这样吧！”王大爷笑着告诉记者。

前不久，记者走访黑龙江多家养老
机构，发现很多养老院里的老人都有着
和王大爷相似的感受，养老院给他们的
晚年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目前，黑龙江省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在全
国尤为严峻。截至 2016 年底，黑龙江
省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681.62 万，占
全省总人口的 17.94%，老年人口发展
呈现快速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
少子化“五化”叠加的特点。黑龙江的
养老院都作了哪些创新？是什么让这
里的老人们幸福感爆棚？

候鸟养老——

让老人舒心
6 月 12 日，3 架“龙江老知青”专机

满载着来自上海、浙江等地的 500多位
老人，陆续降落在哈尔滨太平机场。
2017 年度黑龙江省夏季旅居养老季大
幕就此开启。

大庆市肇源县柏寿老年公寓院长
王丹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南来北往的客
人。别看肇源是个小县城，但服务质量
却远近闻名，来这里避暑休养的“候鸟
老人”越来越多，北京、银川、哈尔滨等
地的不少老人都慕名而来。

年过七旬的赵崇宁老人在柏寿老
年公寓已经入住 3 年有余，3 年多来留
给老人的都是快乐回忆。赵崇宁老人
家住北京，因为一次偶然的探亲机会，
邂逅肇源县柏寿老年公寓，并从此与这
所公寓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都多好啊，为啥到肇源这个小
县城来居住呢？”听到这个问题，老人不
慌不忙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北京养
老，每个月成本在五六千元以上，抢手
的养老院还得排队。但在这里，空气
好、气候好、服务好，一个月只要 1400
元。自己身子骨还算硬朗，有了闲钱和
精力，还可以实现“说走就走”的旅游梦
想。现在，他甚至将医保关系迁到肇
源，打算在这里永久定居了。

候鸟式养老日益火热，折射出老年
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
变，也开启了养老服务的新业态。

顺应这一形势，黑龙江省民政厅出
台了《候鸟式养老服务规范》，组建了官
方旅居服务平台“黑龙江天鹅颐养联
盟”，依托“两湖一池”“油城鹤乡”等知
名旅游地，为候鸟老人设计精品旅居养
老路线和旅居地。各地养老院也在积
极寻求与南方养老、旅游等机构、单位
合作，为“候鸟老人”提供床位，推出短
期休闲旅游项目。

仅 2016 年，黑龙江就吸引国内外
旅居养老老人 124 万人次，较 2015 年
增长 90%。2015 年和 2016 年两年间，
全省接待“候鸟老人”综合服务收入达
80 多亿元，实现了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
的紧密结合。“社区养老”“居家养老”

“候鸟式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的推进，
旨在调动政府、企业、家庭、社会等多方
力量，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标准建设——

让老人放心
对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子女来说，最

担心的还是老人的安全、健康等问题。
在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这类问题都
通过两个字来回答——那就是“标准”。

凌晨 3 点半，天还没亮，安康社会

福利院负责餐饮的师傅已经准时到岗，
开始制作馒头、稀粥等主食。5 点钟，
新鲜的时令蔬菜送进养老院厨房，经历
一系列标准化加工程序，早上 7 点钟，
香喷喷的早饭按时端到老人们的饭桌
前。整套程序有条不紊，靠的是严格管
理制度。

院长陶凤军的管理思路是，把服务
质量的提升变成可量化的指标。在他
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制定成标准
的。从老人入院评估、日常照料，到厨
师如何打喷嚏、设备能否落灰，所有细
节都用标准说话。

“比如，在安排老人入住时，把打呼
噜的老人和耳背的老人安排在一起；为
半失能老人进食时，如果老人右侧行动
不便，护理员要站在左侧喂食，并且保
持行动连贯；卧床老人上轮椅时，轮椅
要成 35 度到 45 度角，先刹闸，再顺势
扶老人上车⋯⋯”说起院内条条标准，
陶凤军娓娓道来。

近年来，安康社会福利院首创了
“标准管事、制度管人、机制保障、品牌
提升、核心在人”的“4+1”管理模式。该
院对全院 8个行业、45个岗位实行定岗
定责，梳理出 1000多项服务流程，这些
服务标准的详细文本堆起来有一人多
高。

如今，安康还在探索对外输出标准
化建设成果，比如在海南三亚开设分
院，让更多老人享受到“标准管理”带来
的优质服务。

医养结合——

让老人安心
劳累了一辈子的老人大多患有各

类老年慢性疾病，需要专业护理，但
医疗设备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是养老
服务机构长期面临的窘境。今年 3 月
份，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全国养老院
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上
指出，当前养老服务和养老院建设工
作中，一些养老院存在只能收住自理

老人，不具备医疗护理能力，不少需
要养老院照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型老
年人入院难。

针对失能等老年人“健康养老”刚
性需求的上升，黑龙江省有关部门正探
索多种方式，打通养老、社区、医院等服
务渠道。黑龙江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显
示，全省 200 张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
90%内设了医疗机构，二级以上医院
90%与养老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开
通绿色通道；社区基本卫生服务项目覆
盖到 90%以上的社区居家老人，城乡
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分别达到
82%和 31%；全省养老机构“护养型”养
老床位 5.3 万张，医养结合床位数接近
总数的 35%，缓解了全省失能老人养老
供需矛盾。

去年正式运营的黑龙江大庆市利
民颐养院，是一家有着 200 张养老床
位、80 张普通住院床位的医养一体型
民营养老机构，开业一年，陆续迎来 70
多位老人入住。记者看到，阳光下老人
们在院内练习健身操、学健身气功、接
受中医理疗，生活丰富多彩。

然而，两年前这里作为一家专科医
院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因为缺少患者，
医院面临停止运转，十分冷清。

一边有着优质医疗设施和资源，一
边是大量需求医疗和康复的老人们。
何不将专科医院改建成主攻医养结合
的养老院？利民颐养院院长赵汉池经
过反复考虑，决定改建一所集养老、康
复和医疗为一体的养老机构。实践证
明，把医院转型为收治失能半失能老人
的护理院，不仅让濒临倒闭的医院实现

“二次创业”，同时老年人也得到了专业
护理服务。

与利民颐养院前身面临同样困境
的中小型医院，在大庆市并不少见。要
处理好这些闲置医疗资源，需要转变思
路。如今，大庆市已建成 10 家医养结
合型养老机构，有床位 1563 张。同时，
把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纳入到医疗定点
范畴，让入住的参保老年人能够按规定
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用心为老人谋幸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据上海市老龄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
底，上海户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435.95 万，
占到户籍总人口的 30.2%。另据上海老龄科研中心预
测，到 2018 年，上海户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
破 500 万，2020 年总数将超过 540 万，随着时间推移，规
模将持续扩大。

发展“互联网+银发”，满足数量庞大的银发人群的
众多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民生问题，将为

“银发数字经济”带来极大的机遇。上海市政府非常关注
老年人群体和老龄市场，尤其 2015 年以来，各级政府推
出许多政策发展老龄事业，涉及健康、养老、交通、旅游、
娱乐等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 2014 年起，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上海市老龄
科学研究中心等连续举办了 3 届上海创新为老服务大
赛，鼓励和引导用科技创新提供优质、适老的为老服务项
目和产品，大赛落幕时推出了电动爬楼机、“爱照护”物联
网平台等 10大为老服务创新项目。

2015 年第二届上海创新为老服务大赛以“这一刻，
为父母而创新”为主题，为老服务项目不再仅仅是为老年
人提供助餐助洁，而有了更多“互联网+”元素，从为老年
人设计智能手机桌面、用电脑游戏的方式延缓老年人的
脑衰老，到用微信平台帮助老年人记录家事、用小小的

“智能伴侣”连接起老人和子女⋯⋯这些创新项目不仅丰
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让老年人更有时代感和价值感，也使
很多老年人改变了传统的养老理念，变得更加积极时尚。

2016 年第三届大赛涌现出了更多依托“互联网+”、
科技含量更高的创新项目。比如，全面监护心脏功能的
护心甲、只有名片大小能进行安全预警的远程陪护仪、一
元硬币大小简捷收集糖尿病患者血糖数据并提供个性化
生活建议的“医随访”项目等。同时，更多互联网技术应
用到老年社区的公益项目，比如“快乐起跑，情暖夕阳”

“为痴直播”“基于互联网的社区物物交换”等。17 岁的
杨云迪姑娘为外公设计了一款卡通智能药盒，不仅可以
声控给药，还能让她通过传感器感受外公的体温和脉搏。

为了对这些接地气、有潜力的优秀服务项目和创意
给予支持，最终将其推向市场，服务更多老年人，上海
去年成立了科技助老创新联盟，围绕公益助老进入“互
联网+”时代，为获奖项目提供各类孵化服务，助力项目
成长。据联盟副秘书长刘青介绍，3 年来，创新为老服
务大赛一共收到 500 多个创新项目，每年推出的 10 大
创新为老服务项目 80%已成功融资，如“医随访”项目
进入了微软孵化器，“福寿康”“爱照护”等项目也获得
了很多融资。

刘青说：“通过大赛，出现了一些真正沉下心来为老
年人服务的优秀企业。同时，科技、互联网元素在老龄市
场得到了充分运用。这说明在初创企业成长过程中，非
常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也需要携手创新和协同
发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傅新华表示，
上海有条件发展“互联网+银发”，下一步将加强互联网
与健康、养老、交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降低服务成本，让

“互联网+银发”成为有规模的商业模式，成为智慧养老
工程的重要内容。

“互联网+银发”模式开启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幸福的晚年生活哪里来
心 月

养老如何才能舒心、放心、安心？黑龙江通过医养结合、创新养老院管理模式、发展候鸟养

老，为创新养老方式作出了有益探索——

一个地区的养老产业，是追求幸福

的产业。黑龙江以独特的风景气候和

比较低廉的生活成本每年吸引各地百

万老人来度假养老，引人思考。

养老养老，医养是关键，更是薄弱

环节和焦点。常言说得好，花无百日

红。人老是自然规律。健康的老人很

幸运，他们可以像候鸟一样在全国“飞”

来“飞”去，热了到东北，冷了去三亚。

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需要护理，需要治疗。事实上，无

论健康与否，老人都离不开医生或护理

员。候鸟养老也好，医养结合也罢，没

有医疗健康资源的有力支撑，养老产业

就无法实现对幸福的追求。美妙的风

景、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物产，都只是幸

福养老的组成部分，老人们最关心的还

是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有没有，

够不够细致、够不够专业。

黑龙江对养老产业的探索正是抓

住了这个关键点和薄弱环节。对于那

些健康的“候鸟”老人，当地立足于接收

医保关系、解决看病报销的问题。对于

失能或半失能老人，当地把中小型医院

改造为护理院、护养院，尽力提供专业

的护理和治疗，并把这些养老机构纳入

医疗定点范畴，让入住的参保老人能够

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医养结

合医为重，黑龙江把医作为养的必要条

件去经营，无论是关爱病房还是家庭病

床，黑龙江养老产业的实践紧紧抓住了

老人最迫切的需求。

有养无医，是很多老人所担心的，

也是目前各地养老机构的现状。受制

于资金和人才的匮乏，各地很多养老机

构对此也一筹莫展。但黑龙江为啥能

做到两个 90%？黑龙江省民政厅发布

的数据显示，全省 200 张床位以上的养

老机构 90%内设了医疗机构，二级以上

医院 90%与养老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并开通绿色通道。大庆市并非经济发

展的领头羊，却也建成了 10 家医养结

合型养老机构，床位 1563 张。从这些

成功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部门

的有为是关键。

我国养老产业起步晚，基础差，涉

及公共部门和资源也多。虽然需要全

社会的力量参与，提供多层次养老服

务，但政府部门的主导和统筹在起步阶

段非常重要。黑龙江养老产业正是基

于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积极作为，

打破部门和地区的分割，挣脱旧有体制

利益的羁绊，一步步打通养老、社区、医

院等服务渠道，将床位、医生、设备等医

疗资源重新整合，低成本增加医疗健康

服务供给，为养老产业夯实了基础。

标准化服务，是养老产业生存的根

基。努力追求标准化，黑龙江安康社会

福利院制定了 1000 多项细则，这说明，

标准化养老不是不可以做到，而是大多

数养老机构从一开始就没有更高的追

求、更专业的要求。眼下，养老产业比

较热。很多地方认为，照顾老人，找几

张床位，凑几个人，谁都可以干。不必

说看病，日常的生活照料、失能半失能

老人的护理都需要标准。一些养老机

构环境优美、设备先进，但服务并不能

让人满意。这种状况表明，我国养老机

构的管理水平、专业服务能力都还有待

提升。这也是不少养老机构说起来很

好，看起来也不错，参观的时候热热闹

闹，但老人们还是觉得住着不舒服、不

方便，宁愿在家将就也不愿意到养老机

构去的重要因素。

养老是全民的大事，幸福的晚年是

每个人的追求。政府的推动，社会的参

与，会加速资金与人才等要素在养老产

业集聚。只有政府积极作为，解决好

“医”的问题，养老机构全面实现标准化

管理，幸福才会来敲门。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燕珉的微博文章
《我为走向年迈的爸妈装修了一个家》，成为备受关注的
一篇热文。许多网友在点赞并收藏这个实用帖的同时，
表示被教授装修改造方案的专业和细心所感动。

通过对视线、光线、无障碍和家具的改造，周燕珉对
父母的老房子作了微改造。比如，在鞋柜上做了高度 85
厘米的台面，用来当扶手，鞋柜底下特意留出 30 厘米高
度。“85 厘米高度是国家规范的扶手高度。一般的鞋柜
下面只空 10 厘米，一不小心就会把鞋踢进去，还得弯腰
才能把鞋掏出来，对老人来说这个动作很危险。改成 30
厘米，再在里面挡块板子，这样鞋子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
面，很容易找到。”周燕珉说。

既是女儿，也是长期专注住宅精细化设计及老年人
建筑设计研究的专家，周燕珉始终强调，老年社区、老年
住宅和养老设施的设计与建设，一定要关注老人是怎样
生活、怎样使用家具的。只有精细再精细，处处用心，才
能让老人住得更加安心自在。

周燕珉把这一理念带到由她担纲设计的北京泰颐春
养老中心，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泰颐春位于南三环
宋家庄地铁站西侧，目前已开放参观和预订床位。这家
养老院的主体结构为回形建筑，共计 7 层，整体内装修为
美式风格。“回字形结构使得每层的东西两个生活组团都
能有较为宽敞的公共活动空间，每个组团都有一个助浴
室和一个护理站，方便老人活动和护理。”泰颐春养老中
心常务副院长刘凯向记者介绍说。

作为定位精细化、专业化的养老机构，泰颐春不仅在
硬件设施、材料选用上要求高端环保安全，更在细节设计
上处处用心。

“我们的床都是从丹麦进口的医用级电机护理床，可
以很方便轻松地上下调节，最高可上升到 73 厘米处，最
低到 40 厘米处，不仅方便老人上下床，对护理人员也是
个比较舒适好操作的高度。”刘凯说。房间内生活用水都
是 40 摄氏度至 42 摄氏度的温水，对于洗手池和水龙头
的高度和远近也都作了精心测算。“考虑到站立和坐轮椅
洗漱的两种可能，既让站立洗漱不难受，也要让坐轮椅洗
漱的老人能轻松够到水龙头，同时还不会卡腿。”刘凯说。

与设计的精心和巧妙、硬件设施的高端和安全相呼
应，泰颐春在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上也追求精细化、专业
化、亲情化，为长辈提供贴心的呵护。

与其他养老机构一样，泰颐春也拥有丰富的医疗资
源、专业的护理人员和管理团队。但不同的是，泰颐春更
注重对长辈的心灵呵护以及整个工作团队的和谐，前瞻
性地设置了“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位，每层都配备 1名到 2
名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对入住的老人随时给予专业观
察和心理辅导。

为长辈打造安全之家
本报记者 许红洲

在黑龙江大庆市庆新老年护理院，医护人员在帮助失智老人做恢复训练。 韩秉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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