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提出健全养
老服务体系，其中包括创新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模式、进一步规范发展机构
养老等方向。

那么，什么是居家社区养老？为
何国家大力提倡这种养老模式？沈
阳市都有哪些养老新政？本报在本
期及下期各用一个版的篇幅，为您进
行详细解读，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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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加剧老龄化加剧 试试家门口养老试试家门口养老

一个电话就能得到服务

沈阳市老年人口
已超200万

沈阳市民政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沈阳作为东北
老工业基地，早在1989年便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全
国提前10年。截至2020年底，60周岁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200.8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26.35%；
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210.79万人，占全市常住
人口总数的23.24%。沈阳市人口老龄化水平远高
于全国和辽宁省平均水平，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
居前列，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且呈现增速快、高龄
化、“未富先老”等特点。

伴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就成为了涉及家家
户户的民心工程。这项工程比建大楼修马路复杂
得多，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

坐标沈河区，某单位宿舍大院。文老先生夫妇
都已年过八十，腿脚还算方便。为了照顾父母，儿
子文先生就在附近租了房子居住。前阵子沈阳大
雪，文先生早早就给父母把冰箱塞满了。

同一大院的周女士今年七十五岁，两个孩子都
出国深造，是她一辈子的骄傲。她早早就在海南买
了房，当了十多年的候鸟老人。现在丈夫因病卧
床，她一个人里里外外地忙活，连出去遛弯的时间
都没了。

有些有心无力的周女士想到了住在公办养老
院的同事瞿阿姨。瞿阿姨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她常
讲，自己住进养老院后，不用做饭收拾屋子，每天就
是参加各种活动，过得很开心。但是和养老院一联
系，那边说暂时没有空位，让周女士排队等候。

不过，瞿阿姨倒是给了周女士一条新的信息。
瞿阿姨的小儿子刚刚退休，想让母亲搬过来一起
住。说家门口有一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为老
年人随时提供生活照料、应急救援等服务。

这几位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应该代表了多数人
的养老模式。也就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大力提
倡的居家社区养老。

老年人总有身体不适的时候。不想做饭
了怎么办？不想收拾屋子了怎么办？想理发
怎么办？失能老人想洗澡怎么办？害怕摔倒
想请人陪着遛弯，上医院想请人陪同，或者就
想和人聊聊天，那么，该怎么办？

只要给家附近的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打个电话就行了！

目前，沈阳市共有区域性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277 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周边
1-2 个社区的老年人，主要提供生活照料、短
期托养、助医、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关怀访
视、生活配备、心理咨询和应急救援等服务。

走进浑南区白塔三街一家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便看到可容纳两台轮椅并行的子母门、贴着
辅助行走地贴、电动升降的适老功能床、床头紧
急呼叫器、老年人专用的辅助洗浴座椅……各
种适老化设备让人眼前一亮。此外，还有保健
康复室、文体活动室等房间一应俱全。

82 岁的张奶奶自从老伴去世后一直一个

人生活，年纪大了衣食住行都越来越困难，于
是就选择了在养老服务中心订餐，一荤两素，
送饭上门，老人说吃得既营养卫生，又给自己
解决了买菜做饭的麻烦。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中心提供上
门和到店两种服务方式。目前服务量最大的
就是助餐服务，一年以来已经为在住长者和
附近的老人提供了6000余次的服务。

助餐之外，助浴、助洁、助行等 16 项各种
助老服务也已经服务了千人次以上。养老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每个中心覆盖周边
数千名老人。目前已经在沈阳市六区建设了
25个连锁养老服务中心。

作为普惠养老城企联动项目之一，老年人
可以在普惠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享受到质量
可靠、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普惠养老服务。
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
格，就是服务费用为每小时 30 元。比如上门
理发，那么半个小时的费用是15元。

社区养老是指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
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
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和
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养老
服务模式。

作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在这里还
设有家庭养老病床服务。85岁的孙奶奶在边
上有自己的房子，但是远在外地的儿女担心她
一个人住不安全，就安排她住进了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老人想回家了就回去看看，生活没有
离开自己熟悉的圈子，而且还得到了专业的照
顾。这就是“一碗汤的距离”。

并且，老人每天在这里生活的情况，儿女
们通过平台能直接看到。智慧化的服务，让子
女也能放下心来。不想长住，那么还有日托，
就是白天担心老人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把老人
送到这里照顾，晚上再接回去。

这里还住着几位失能老人，通过系统后台，

能看到照护人员每两个小时就会给老人翻个身，
这样的照护在家是无法想象的。而且，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还会与大医院进行合作，会有医生和护
士来巡诊，并且不定期对社区居民进行义诊服务。

我们也询问了住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价
格，能够自理的老人，在这里一个月管三餐是
2850元。如果是失能老人，一个月是5950元。
当然，当人们老了，其实最需要的是逐步丧失
的东西：自主性。老人都是好强的，想在力所
能及的范畴内，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疾病使
余生的战斗已足够艰辛，所以选择哪种方式养
老，还是看老人自己的选择。在有限的条件
下，掌控自己生活的自由，在人生的任何阶段
都无比珍贵。

下一期，我们将邀请沈阳市民政局相关部
门负责人详细介绍并解读沈阳市的各项养老
新政。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 图片由受访
者提供

社区养老：一碗汤的距离

文先生是独生子女，他的孩子也是独生子
女，国家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
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他是
双手赞成的。但是他对自己以后如何养老则
是有些困惑。前阵子流行“六个口袋”的说法，
就是为了下一代成家立业，需要父母、爷爷奶
奶、姥爷姥姥六位老人支持。如果反过来看，
很可能一个孩子以后要赡养照顾六位老人。
这种压力堪称巨大了。

就整体社会现实来看，近三四十年来，我国
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解构
和重塑了家庭的基本结构、赡养功能和人伦关
系。中国自古就有家国天下的价值观，家庭养老
是人类社会传承千年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模式，
其亲情滋养、其乐融融的功能也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孝道”和家庭养
老，可是落实这种“孝道”的现实基础却在逐渐
弱化和动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家庭结构的
变化，如今中国主流家庭结构已转变为只有一
个孩子，这意味着年青一代的养老负担将变得

非常繁重。
此外，人口流动的加快导致代际分离现象

日益突出，中国有相当多的老人独守家中，成
为空巢老人。即使是与父母同居一个城市的
年轻人，也因高强度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而
很难抽出时间给予父母更多陪伴。不过，对于
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
窝，正因为家的情结很重，对家的依赖也强，所
以说，最好的养老之地，仍然就是自己的家。

家庭养老是指养老支持力主要来自配偶和
儿女的养老模式。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随着失能老人的增多，家庭养老遇到了照料精力、
时间以及专业能力的挑战，也出现了家有一位失
能老人，就会拖垮一个家庭的现象。那么，在多数
人选择居家养老时，就需要进一步健全养老体系，
发展壮大其他养老模式作为有益补充。提升老
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除了提出进一
步规范发展机构养老之外，重中之重是创新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居家养老——中国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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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优生活

“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二十岁的时候愿意聊爱情；三十岁之后，聚会时就少不了说孩子的事了；

人过四十，参加的葬礼数明显多过了婚礼；而到了五十来岁，父母已经老了，
自己马上也要老了，老年景象已经不只存在于逻辑推理和群体想象之中，饭
桌上就多了如何养老的话题。

一部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家庭问题赤裸裸地展
现在观众面前，当我们还在为苏大强的无理取闹咬牙切齿时，养老问题已无
形地穿插在人们的脑海里。

养老不仅是每个家庭日常谈论问题，更是我们国家正在着力解决
的社会问题。

1
3照护人员和小区老人们一起做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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