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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

及以上人口达1.9亿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如何养老是无可回避的大问题。

近年来，我国形成“9073”养老模式——
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
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
老。也就是说，我国老年人大多数是居家和社区
养老。然而，随着老人身体机能的退化，熟悉的
环境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方便”——家中没
有呼叫、报警设施，卫生间缺少扶手、光线昏
暗，老旧楼房没电梯……这些都可能给老人们带
来不便与安全隐患。

基于以上情况，“适老化改造”应运而生。
2020年7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工程的指导意见》，推动各地改善老年人居家生
活照护条件，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在国家政
策的大力推动下，各地党委和政府也做出了有益
探索。但是，由于相关工作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
段，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工作方法，在服务实践
当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居家
和社区适老化改造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当中的重
要一环。未来，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造还需要在
哪些方面重点着力？

9月13日至16日、18日至21日，全国政协
副主席汪永清率“加快推进社会适老化改造”民
主监督调研组分别在湖南、浙江调研，以期形成
系统高效推进适老化改造工作的合力，围绕落实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协助党委
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以适老化改造的扎
实有效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细化标准 拓宽资金来源
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

卫生间的蹲厕换成了马桶，两旁还加上了安
全扶手，洗澡间增加了折叠浴凳，不用再担心冲
凉时摔跤……前几天，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红梅社区的祝奶奶家里卫生间刚刚进行了适老化
改造。

“方便多了，原先总是提心吊胆怕摔着，现
在放心了。”祝奶奶指着房间添置的设施给调研
组看，语气里满是欣慰。

让祝奶奶安心的，是浙江省实施的适老化改
造工程，而祝奶奶家仅是上城区400多户完成适
老化改造家庭中的一户。

据了解，作为全国较早部署开展适老化改造
的省份，浙江省将居家适老化改造作为养老服务
工作的重要内容，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能
性需求，围绕“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
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
五方面功能，提升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居家生
活品质。

浙江省副省长王文序表示，从 2020 年开
始，浙江省政府连续三年将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
造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发布了《浙江省居住
社区适老化改造技术指南》，指导老旧小区开展
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造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等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完成40478户居家
适老化改造。

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补齐城市适老化设
施短板的有效手段。为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湖南省湘潭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市城区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和《市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实施细则》等政策性文件，每台给予8万元的
补助。

“加装电梯是湖南规模最大的适老化改造项
目。”湖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湖南省确立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街道（社
区）落实、业主主体”的工作原则，积极开展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三年行动。目前，湖南省大部分
市州均出台了相关奖补激励政策，并初步形成建
设运行维护一体化的常态长效机制。

尽管湖南省和浙江省在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
造中做了大量工作，不过，调研组发现，虽然居
家和社区适老化设施有一部分已包含在无障碍设
施的范围内，但我国的适老化改造仍处于起步阶
段，实践过程中仍然需要较为细化的标准与规
范。此外，由于适老化改造行业入门条件门槛不
高，众多企业跨界入局。同时，在国家层面还缺
失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很多企业只能依靠自
己的企业标准来推动适老化改造，从而造成了

“一企一标，一地一策”的现象，也造成了很多适
老化改造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目前居家
和社区适老化改造过程中还存在软硬件设施不
足、覆盖力不够、资金来源分散、产业化推进缓
慢、尚未建立统一市场以及社会认识不足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驻全国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原组长戴均
良建议，针对社区公共空间适老化改造、家庭户
内设施适老化改造以及相关产品的适老化性能等
制定相应的标准，使改造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和
系统化。

“适老化改造工作要达标，不仅是数量达
标，更要质量达标。”全国政协社法委驻会副主
任吕忠梅认为，适老化改造专业化程度高，施工
得有明确统一规范标准。然而，目前一些地方要
么没标准，要么采用行业或地方推荐性标准，始
终没形成全国统一的改造基准。她建议，建立健
全适老化改造的标准体系，制定适老化改造的产
品质量安全标准，制定适老化服务标准。

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副理事长王尔乘表示，从整
体看，我国适老化改造的机制尚待完善；适老化
改造的资金来源、主体责任、服务流程及监管机
制等还缺少具体实施细则，致使一些改造项目难

以很好落实。因此，他建议，尽快建立政府、企
业、家庭有效协同创新机制，系统研究完善适老
化改造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机制，建立健全适
老化改造监管体系，明确各主管部门的责任和协
作关系。

解决养老问题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责任。在
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姜伟看
来，适老化改造涉及面广，资金需求量大，应加
快建立社会筹资为主、财政资助为辅、多方出资
的资金筹措机制。政府不仅要为居家和社区适老
化改造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更要通过优惠政策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适老化改造。同时，社区也要
加强与企业合作，为企业在社区的经营提供优
惠，或者把社区养老服务项目外包给企业或社会
组织，所收取费用列入社区养老服务经费。

全方位建设人才队伍
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现在，家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王奶奶再
也不用担心在家时常摔倒，经过居家适老化改
造，她的家亮堂了许多，施工人员不仅改造了厨
房、卫生间和卧室，还配备了红外感应、小夜
灯、报警器等高科技设备。看着原本杂乱无章的
家变得整洁、通透又安全，王奶奶喜上眉梢，说
道：“他们把能想到的设施都帮我们想到了，真
是太贴心了。”

“这些改造内容，都是根据王奶奶的需求定
制的。”负责此次改造工作的浙江省宁波银巢老
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靖慧说：“无评估
不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必须是个性化和私人定
制的。”

从事养老产业和适老化改造项目多年的李靖
慧表示，适老化改造不同于普通的家庭装修，它
提倡的是“小改动大便利”，通过评估每个老年
人的真实需求来定制方案。不同于费用高昂的装
修装潢，通常一次基础的改造三四千元就能完
成，而更简单的小改造，可能只需要几百元。适
老化改造必须由专业评估人员逐户到老年人家中
进行老年人能力和生活环境需求评估，然后制订
专业化、个性化的适老化适配方案并实施改造。

“一千个老年人家庭，就需要一千个适老化
改造方案。”在湖南湘潭市银海俩宝贝养老服务
中心从事适老化改造的90后设计师罗迎丰同样
也表示，居家适老化改造前，应切实了解老年人
的居住需求，根据老年人身体机能、生活习惯和
文化背景来定制方案，而不是追求舒适和豪华，
以“通用设计”敷衍了事。

为独居的冯叔叔打造无障碍浴室，根据曹婆
婆的生活习惯定制美观、牢固的扶手，设计出各
类适老化桌椅等产品……这些年，罗迎丰成了身
边老年人的好朋友。他认为，专业的适老化改造
要由专业团队完成。“适老化改造并不是简单地

‘搞装修’，一方面，我们需要设身处地去考虑老
人的处境，知晓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只有知
情后我们才能优化自身的结构流程，去改善服务
并扩大服务涵盖面。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造旨在
让老年人享受更加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居家养老
生活，硬件适老化改造固然关键，适老化服务能
力的提升也同样不容忽视。

“舒服，好！”近日，家住宁波海曙区西门街
道的杨奶奶在广安养怡院护理员的帮助下，舒舒
服服地洗了一次澡。这是海曙区探索居家养老新
模式，鼓励养老院延伸服务，专业护理员入户，
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

“居家适老化改造涉及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
家庭，必须形成与服务对象规模相匹配的服务能
力。”在广安养怡院院长刘建丽看来，环境改造
能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必要时还需通过引入
居家养老服务，与环境改造形成合力，共同发挥
对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支持作用。

据悉，广安养怡院面向辖区内老人推出了生
活照料类、医疗健康类、教育培训类、文化娱乐
类等 25项服务，服务推出后，受到了不少失
能、半失能老人及家属的欢迎。

“当然，我们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比市场
价要低。”家住海曙区望春街道76岁的周阿姨，
身体较为硬朗，她选择了生活照料类服务，发现

上门的护理员专业且贴心，就连睡姿，护理员都
会指点、关照。

“护理工作，就是要走心，真正把老人的需
求看到眼里，做好引导和服务。”刘建丽坦言，
近两年，随着养老机构、护理机构数量增多，有
专业素养的护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具有养老护
理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更是匮乏。

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
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调研
组表示，从家庭适老环境营造的整体概念出发，
居家适老化改造既要有硬性物理环境的改造服
务，还要有软性养老服务的支撑。只有“软硬结
合”，才能构建适宜的居家适老环境和完整的养
老服务体系。

“要做好适老化改造工作，必不可少的是专
业队伍和行业标准。”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
部原安全总监成平认为，居家适老化改造是一套
系统的科学体系，但目前行业标准、职业规范、
专业人才培养都不成熟，成为适老化改造市场发
展的掣肘因素。因此，要多管齐下，建立相应的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职业教育、专项培训和
项目实践等方式，培养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从业
人员，并建立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和服务机构行业
资质的认证体系，提升行业服务水平。

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民政部原部长黄树
贤建议，加大养老护理人员队伍的培养和培训，
建立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为
护理服务向家庭延伸提供人员支撑。提高养老从
业人员收入，建立完善养老服务褒扬机制，吸引
更多人才从事养老护理行业。促进养老护理服务
行业发展，对于一些专业技术岗位，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给予适当补贴。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都属于轻资产之路，
但是人工成本也不容小视。”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狮子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费薇表示，照顾
老人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人们愿意进入这个行
业是需要动力的。因此，政府和养老机构、各级
院校及社会各层面应从资金支持到政策完善，从
待遇提高到地位保证，从制定标准到职业培训,
从健全体系到志愿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共同建
设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实现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和
职业化。

扩大宣传提升服务
合力推进产业发展

“这个鞋子感觉挺轻巧的，我能不能试试？”
“您稍等，我去拿您穿的尺码。”
在杭州广宇安诺智慧养老展厅，全国政协委

员、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许亚南拿着一双鞋头

微微翘起的老年健步鞋问销售员。
展厅内，一处标示为“助行类”的展示柜中，

各种款式的鞋子时尚新潮，还有助洁类、护具类、
进食类、医疗类、益智类、智能类等国产及进口养
老辅具共计上千种，涵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等各
方面。

“我们展示中心不仅销售养老辅具，还提供适
老化改造一站式服务。”广宇安诺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肖艳彦对调研组说。近年来，随着银发经济的
崛起和政策层面引导的加强，养老产业得到各行业
的广泛关注与介入。其中，养老辅具的概念越来越
受关注。

不过，她也坦承，目前国内的适老化市场规模
还没有做起来，还处于模仿阶段。

“全球老年用品有6万多种，日本有4万多
种，而我国仅有2000多种，产品较为单一。”湖南
岳阳市国泰阳光老年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目前市场上老年产品设施种类众多，但真
正为老年人开发的产品却凤毛麟角，产品精细度及
贴心度不足，个性化定制的产品价格又超出老百姓
消费能力接受范围。

“我国老年用品产业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整
个适老化市场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调研座谈会
上，广宇集团董事长王轶磊表示，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的老年用品产业发展仍较为滞后，一是社
会上对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认识和理解还普遍不足，
二是从事养老企业的服务意识也普遍不足，服务不
能走进家庭。由此带来了行业识别度不足、老百姓
不买账、政策支持落地难等一系列问题。

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浙江省政协原主席乔
传秀认为，客观地说，目前社会各方面对适老化改
造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任务要求、扶持政策及相关
责任等，认知度还是短板。应当重视采取多样、务
实、有用的方式方法，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促进增
强全社会的共识和推进的主动性、自觉性。社会对
居家适老化改造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知不足，是阻
碍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黄浩涛
建议，处理好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
建立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从业人员和服务机构的准
入标准和退出机制，制定行业统一的定价机制和收
费标准，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服务机构
和老年人家庭对居家适老化改造市场的监督作用，
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

“除了政策的推动，‘适老服务’的提升确实可
以吸引老年消费者并增加老年用户黏性。”全国政
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姜平表示，各部
门各类市场主体应主动创新，出新招、亮实招，推
出更多优质适老化服务，让老年人享受到更贴心优
质的服务。

让养老变“享老”
——全国政协“加快推进社会适老化改造”民主监督调研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孙金诚

在别人眼中，李靖慧是一个
喜欢成天扎在老人堆里的年轻
人；在老人眼中，她却是最好的
朋友与亲人。

初见李靖慧，可能没有一见
惊艳的感觉，但细看下去会发现
她是一个温婉优雅的女生，没有
一下就能吸引人的面孔，却有一
张清纯的脸庞；没有张扬的个
性，却有理性的思想。

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像邻家
妹妹的女孩，却是一个很有故事
的人。

李靖慧告诉记者，小时候，
爸妈忙着在外地做生意，只有爷
爷常年陪着她。“爷爷从小热爱
读书学习，因为穷，读完小学就
辍学了。从小学到大学，我经常
把我的课本和练习本保存起来给
他看，他很开心地和我一起练
字。别的老人爱好下棋打牌，爷
爷的爱好是翻看我的课本和新华
字典。他天天问我这个字怎么
读，那个字怎么念。就算是看过
的书，和爷爷交流起来还是会有
新的发现。那时候我就想，如果
有个地方可以让爷爷重新去学
习，他一定很快乐。”

从那时起，丰富老年人精神
生活的想法就在李靖慧心中深
种。大一开始，李靖慧投入到助
老志愿服务中去，她发现很多像
自己爷爷一样的老人生活十分冷
清、孤寂，这令李靖慧十分心
酸，想为这些老人做点什么。

而让李靖慧更加坚定了这个
想法，是在一次志愿者活动中。

她注意到一位老人连续几个
星期都站在门口旁听。起初她以
为老人是来接孙女的，直到老人
从口袋中掏出随身携带的已经被
削成指头大小的铅笔在门口跟随
着上课老师写字时，她才意识到
老年人在精神层面的极度渴望，
心里萌生了开发老人潜力，继续
向社会继续散发光和热的强烈愿
望。

2017 年 10 月，还在大学读
书的李靖慧与几位同学一起，正
式在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注册

“宁波市鄞州区银巢养老服务中
心”。这是浙江省首例由在校大
学生注册的养老民非机构。2018
年，她又注册成立了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银巢老年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毕业后，李靖慧更是专注
于养老事业，并建立了自己的团
队，推出了很多项目，给无数老
人带来了快乐。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养老
就是给老人提供好服务。但其实
现在的很多老人还精力旺盛，
他们不仅是被服务者，还能发
挥余热、创造价值。”按照这样
的思路，李靖慧提出“积极养
老、自主养老、以老养老”的
概念，该公益项目就是给老人
提供“创造价值”的平台，让
老年人在服务他人的同时找到
更多生活乐趣。

据了解，“银巢养老”项目
运作6年多，已建立了近50家社
区助老服务基地和 30 多家社区
老年大学，得到了很多老人的认
可和社会各界点赞。

“能够坚定地选择自己所钟
爱的事业，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值
得骄傲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可以
成为一个，撬动中国长者幸福的
支点。”本着对养老的坚持，李
靖 慧 积 极 研 究 老 年 需 求 ， 在
2018 年初联合编辑了 《关于及
早谋划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
的提案》，提交到全国政协十三
届一次会议，并受到了相关部门
的批示肯定。

关于银巢的未来，李靖慧已
经有了明确的规划：在现有基础
上，建立更多的老年生活馆，推
出更多的适老化改造，并提供上
门服务，适应和满足当代老年人
真正的需求，为养老行业的发展
增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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