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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节特别策划①

本报记者元 萌

今年，我市首部养老领域地方性
立法《台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出
台，并于 5月 1日正式施行。其中提出，
提供配套居家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安，关乎我市老
年群体的民生福祉与未来愿景。

据悉，目前我市已建成147个乡镇
（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69个城
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更智
慧、更多元的新型居家养老方式的出
现，将为实现全天候、全方位的养老服
务保驾护航。

智慧养老，服务赋能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养
老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与
老年人群的需求，如今，物联化、互联
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正逐渐成为新
模式，让更智慧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
成为可能。

让老人们戴上专用的智慧手环，
由台州市懿家养老服务公司打造的椒
江区葭沚街道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就能
实时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尤其是对
于家人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这样的
智慧养老服务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提供
了保障。

该中心始建于去年4月，在前期便
登记了辖区内 4000余名 60岁以上老
人的基本信息及健康数据，同时将老
人的信息录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每
天进行动态监测。

90岁高龄的蒋阿公，不想去机构
养老，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偶尔来照
顾一下，如何居家养老成了大问题。听
了智慧养老服务的宣传之后，家人给
老人配备了手环、背带和网关等智能
设备，并在中心为老人建立了健康档
案。

“有一次，蒋阿公在厨房里滑倒，
手环立即向他女儿和智慧养老服务中
心发出应急讯号，我们第一时间接通
绿色通道，让救护车赶往老人家中，让
他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救助。”该中心负
责人郑美萍说。

“我们的电子地图上，每一个蓝点
标记着一名老人，轻触蓝点就能查看
老人的详细信息。”郑美萍表示，“地图
上的定位能准确显示老人所
在位置，避免发生老人走
失等情况。当遇到突
发状况，老人的健
康体征出现预警，
蓝点就会变成红
点，帮助我们及
时开展救援。”

针 对 老 年
群 体 常 见 慢 性
病，该中心推出
了高血压、高血
糖和高血脂等慢性
病的监测服务，通过
智能手环及时了解老人
健康情况，定期由家庭医生
上门随访问诊，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到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助行器、
智能拐杖……各种各样的适老产品也
可以在智慧养老产品租赁中心进行租
用或购买，有专人指导老人如何使用。
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这些都是需
要家中常备的专业设备。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该中心
还推出了老年托管、康复护理、心理疏
导等服务。“有时候家里人临时外出，
又不放心老人独自在家，我们专业的
护理团队会提供全天候的日托、夜托
服务。”郑美萍说。

同时，该中心还将个性化养老服
务延伸到社区，实现从老有所养到老
有所乐。根据智慧养老系统中获取的
信息，能够精准定位社区内老年人的

“用户画像”。比如，葭沚街道新景社区
老人以退休教师为主，针对他们的需
求，该中心开展养生讲座、书法课、太
极拳、健康操等活动，丰富了老人们的
精神生活。

去年 7月以来，三门县推出“虚拟
养老院”服务，为居家养老赋能，大大
提升了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据了解，
三门县首先对低保、低边老人家庭进

行适老化改造，设立“家庭床位”与“虚
拟床位”，入户安装智能体征监测垫、
一键呼叫等设备，实现“一床一码、一
人一档”的精细化照管服务。目前，已
建立100多张“家庭床位”，接下来将覆
盖全县，为更多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

此外，三门县还开发了“老有帮”
智慧养老平台，集健康管理、床位签
约、预警监测、线上预约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并为居家养老的老年群体建立
数字档案，实现社工随时在线响应、家
庭医生日常随访问诊等，打造“15分钟
优质康养服务圈”。

省心养老，一键直达

如今，进入“浙里办”的“老省心”
应用专区，市民在线上就能便捷获取
养老服务。台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
养老服务处工作人员介绍，“老省心”
平台包括服务上门、找养老院、社区活
动、省心食等板块，基本覆盖老年群体
的日常需求。

独居老人找不到人说话、没人照
顾怎么办？老人的就餐及生活起居问
题怎么解决？外出就医没有家人陪同
怎么办？在“老省心”中选择服务上门，
就可以享受到专业的心理舒缓、上门
送餐、上门助浴理发、家政服务、陪同
就诊等服务。

“老省心”平台在为老人提供省心
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一键查询周边的
社区老年活动，比如丰富老年生活的
文娱活动、手工制作课程等，关爱老年
人身心健康的义诊活动、健康科普讲
座等，让老年生活更丰富多彩。

值得一提的是，“老省心”应用还
进行了适老化升级，对于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一键即可跳转到台
州市居家养老服务热线的拨号页面，
会有专员连线为老人预约省心服务，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临海市开发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老临家”，集找养老院、服务上门、智
慧点餐、法律援助、心灵驿站等功能区
块于一体，打造全天候的智慧服务中
心，线上一键下单，系统就能及时接
单、精准派单。目前，“老临家”累计为
市民提供养老院查询服务6万余次，提
供上门服务200余次。

今年以来，临海市重点关注老年
助餐服务，建成镇街级中心厨房

21家、村级示范老年食堂 50
家、村居助餐点 163 个，

打造“城市社区 15 分
钟 、农 村 地 区 30 分
钟”的送餐服务圈，
截至目前，助餐点
共完成老年人的集
中用餐、上门送餐
60万余人次。

居家养老的未来图景居家养老的未来图景

“浙里办”应用中的“老省心”平台

在椒江区葭沚街道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老人可租用或购买血压计、血糖仪、助
行器等智慧养老产品。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智慧养老产品租赁中心智慧养老产品租赁中心

元 萌

我市134万人的老年群体中，选
择居家养老的占绝大部分，其中独居
老人也不在少数。因此，老年节特别
策划的开篇，我们首先聚焦的就是居
家养老的老人这一庞大的群体。

采访中我们发现，选择独居的
老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中青年一
代不同，出于传统的不想为子女添
麻烦的心理，选择居家养老，更轻
松也更自在。

如今的养老服务，不仅走进基
层社区，还能上门入户，老人们足
不出户，采购、吃饭、理发等生活需
求都能解决。“社区养老”“智慧养
老”等新兴模式打通了养老问题的

“最后一公里”，为老年人居家安享

晚年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
戴上智慧手环，就能实时监测

老人的健康数据，并关联到所在地
的智能养老服务系统；通过在家安
装智能体征监测系统、一键通话设
备等，就能在家打造“虚拟养老
院”；动动手指，就能在线预订上门
服务……技术迭代升级下，我市的
养老服务也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化
阶段，实现了种种新的跨越。

然而，技术上的跨越需要切实
弥合“数字鸿沟”对老年群体带来
的不便。实际生活中，尤其是高龄
老人的智能手机普及率较低，手机
在手却不会发信息、进行移动支付
等问题屡见不鲜。尤其是技术更新
迭代的当下，老年人不会、不便使
用这些新功能，往往成了智慧养老

服务落地的阻碍。
因此，探索智慧养老与日常服

务的适老化，让一切去繁从简，很
有必要。有时，破除先进技术对老
年群体造成的壁垒，尝试更传统、
更人性化的方式，比科技赋能更为
切实有效。比如独居老人亟须解决
的就餐问题，如今，我市不仅有线
上订餐配送服务，还在村居附近设
立集中用餐点，方便老人在家门口
放心用餐。

居家养老，技术赋能，更需温
度。时代文明与科技进步不应舍弃
任何群体，更不应“为难”老年人，
以服务的提质增效与切实的关怀
陪伴为老年群体纾困，才能让他们
真正享受到时代的“数字红利”。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是养老

问题中重要的一环，但往往会被忽
视。尤其是长期独居在家的老年
人，缺少来自家人的陪伴，每天的
心情、生活中的琐事，也缺少与人
分享的渠道。居家养老，也需要适
时走出家门。因此，我们鼓励行有
余力的老人们，走出自己的小家，
走到更广阔的天地，或是在社区里
打打牌、下下棋、跳跳广场舞，或是
参与老年讲座、终身学习，让晚年
生活更加丰富。

居家养老的晚年生活，以“家”
为据点，却又不局限于这一方天
地。许多老人退而不休，仍然坚守
着自己未竟的事业，将终身学习一
以贯之。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不
服老”的老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为
社会作出贡献。

居家养老，更需温度

本报记者元 萌文/摄
据台州市民政局统计数据，截

至去年年末，我市60岁及以上老年
人 口 达 134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22.1%，其中 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
口达 21.79 万人，百岁及以上老人
495人。相比入住养老院等养老方
式，居家养老作为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的基础和主要模式，成为我市老
年群体的养老首选。

如今，居家养老的老人生活有
什么改变？晚年生活有什么困难，
又有哪些乐趣？记者采访了身边的
两名老人，聊聊居家养老二三事。

独居老人的群居生活

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家住椒
江区白云街道星星社区的丁昌甦
就会从家里出发，一口气登上白云
山，再到附近的公园里晨练，几乎
每天如此。有时，他还会在朋友圈
分享锻炼的视频，对这样的生活乐
在其中。

今年已经72岁的他，看上去精
神头十足。退休后，坚持锻炼加上
自律的生活习惯，成了老丁保持良
好状态的养生秘诀。

八段锦和五禽戏，是老丁平常
坚持练的两套健身操。“两手托天
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
胃须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
八段锦的口诀，老丁已经在每天的
重复练习中内化于心，他说，“这些
都是老一辈人传下来养生保健的
方法，长期坚持下来，不仅能强身
健体，还能修身养性。”

太极拳、形意拳等拳法，老丁
也在网上跟着教学视频学了些“皮
毛”。某次到天台山周边游玩，遇到
了易筋经非遗传承人，老丁也向他
讨教了几招几式。在他看来，这些
在民间流传的传统健身功法，内练
五腑，外练筋骨，为老年人如何养
生带来了启发。

“锻炼不仅在于身体，更在于
内心。心情舒畅了，体内的经络都
会通畅，人自然就会健康起来。”老
丁向记者分享了他的养生心得，

“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好的心态，像

年轻人一样积极地生活。”
老丁的二女儿定居宁波，大女

儿、小儿子都在椒江，虽然没有和
子女住在一起，但同城开车 10 分
钟就能到。一开始选择独居养老，

“还是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我们
老人和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住在
一起久了，难免发生小矛盾”。再加
上周边的配套设施齐全，子女也离
得近，“如果有需要的话，一个电话
他们就会赶过来，所以我自己住也
挺好”。

老丁住的四居室，自己住了一
室一厅后，还空出来几个房间，有时
难免觉得家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的。长期独居的老人有时会想，要是
平时能有人陪着说说话就好了。

于是，老丁就和家人商量，把
闲置的房间租出去。这样一来，一
是有了额外的收入，二是家里有人
也可以相互帮助、有个照应。

之后，陆陆续续有租客搬进了
老人所在的四居室。十几年的时间
里，租客来来去去换了好几拨。“现
在住着的，有附近银行的职工，有
在这里长住了两年多的小夫妻，还
有刚毕业来椒江工作的实习生。”
老丁为人和善，这些租客都和他成
了朋友。

租住在老丁家里的大部分都
是年轻的上班族，一开始他还担心
和年轻人的生活作息不同，住在同
一屋檐下会不会不习惯。“上班的
人一般都早出晚归，我平时要早起
锻炼，比他们都起得更早，所以我
出门时都会轻手轻脚，不打扰他们
休息。”老丁说，“等我锻炼完买点
菜回来，他们都已经上班了，下午
我要么在家，要么就去附近街上转
转，要么回老家菜园里钓钓鱼、种
种菜。”

在老丁的记忆中，租住在他家
的几十任租客都是相当友好的。有
时候生活中会发生一些小麻烦，老
丁也会热心帮租客解决问题，有的
租客也把老丁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在生活上互相照应。

比如，有时候租客忘带钥匙把
自己锁在门外，老丁第一时间就会
骑车回家帮忙开门；有的租客生病
了没有药，他也会找出自己的药来

救急；有一段时间，老丁还和租客轮
流做饭，大家聚在客厅里一起吃，租
客为了感谢老丁的帮助，也主动买
来食物，把冰箱填得满满的……

虽然没有子女时刻陪伴在身
旁，但有了这群房客，老丁居家养
老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热闹
了。在同一屋檐下互帮互助、相互
尊重的生活，也让老人的生活增添
了几分温情。

居家养老，退而不休

在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影响
下，许多老人不愿离开熟悉的老
家，往往会选择在家乡安享晚年。
尽管子孙后代都已事业有成，定居
在繁华的城市，老人们还是觉得

“此心安处是吾乡”，老家才是最适
合养老的地方。

今年90岁高龄的陈人斋，曾是
一名高中教师。自 1992 年底退休
后，他就和老伴一起住在温岭市箬
横镇街龙头村，过着退而不休的充
实生活。自己年纪大了，老伴的腿

脚也不是很利索，子女们就雇了护
工来照料老人们的生活起居，到了
节假日，子女们也常来看望老人。

在陈人斋的家中，会客厅连着
他的办公区域。客厅里摆满了他的
藏书、订阅的报刊，办公桌上有一
台电脑，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上
网、打字还很熟练，每天晚上他几
乎都要用电脑写点文章，有时文思
泉涌，一直写到深夜，老伴也会“吐
槽”他“一写起东西来，吃饭睡觉都
顾不上”。

坚持写作，成了老人晚年生
活的底色。退休之后，陈老笔耕不
辍，写下了个人回忆录《无悔人
生》，主编了《街龙头文史简编》

《箬横中学校志》《云浦陈氏文化》
《云浦陈氏宗谱》《草根心语》《歌
谣俚语新编》等。

“我从 2008年起坚持写日记。
每年年底，我会把自己一年来的作
品、所做工作汇集成册，命名为《笔
耕集》，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十几
本。”陈老翻开书架上的其中一本，
详尽的记事仿佛将那些伏案写作、
笔耕不辍的岁月再度重现。

陈人斋表示，选择晚年定居在
家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书写
当地文化。早在2000年，他就写过4
万余字的村史初稿。2020年，他又
对村史进行全面重修。虽然精力大
不如二十年前，但走访文物古迹、
查阅历史资料、访问相关人士等工
作，他还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最
终形成了10万余字的定稿。

陈人斋还成立了“箬横中学退
休教师之家”。退休之后“无事可
做、无处可去”的老教师们，都能在
这个大家庭里享受充实的晚年生
活。每逢集市日，退教之家就会开
展活动，或是看书读报交流心得，
或是举办摄影、书法、花艺等展览，
或是开展象棋、门球、兵乓球等比
赛，老人们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陈老还主编了月刊《健康园
地》（2014 年 后 更 名 为《墨 城 至
德》），作为退教之家的内部刊物，
包括养生保健、人生趣谈、政治时
事等内容，截至目前已经刊出80多
期，深受身边的老教师欢迎。

退休之后的陈人斋，始终坚持
三件事，“一是坚持编书写史，二是
坚持服务老教师、关心青少年，三
是坚持读书看报，关注自己的身心
康健”。

在居家养老的日子里，老人
生平的志向、晚年的愿景也在逐
步实现。

老年生活二三事

绘图陈 静

今年90岁高龄的陈人斋，退休后笔耕不辍，编写了许多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