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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年来，上海的养老

面貌焕然一新，但仍有短板需要

继续补齐。徐启华曾参与过多

次养老机构大检查，发现部分农

村敬老院的硬件设施、软件服务

仍不尽如人意，需要花大力气改

进。“去年冬天我到宝山、崇明调

研，发现崇明的一家敬老院都没

有空调，老人将所有能穿的衣服

都穿上了，床上铺了好几条被

子，他们嘴上说‘不冷’，我握着

他们冰冷的手心里不是滋味。

而宝山的一家养老院，违章搭建

的浴室连换衣服的地方也没有，

冬天老人压根没办法洗澡。薄

弱养老机构的改建需要政府的

关心。”

这些远郊地区养老机构的

困境让徐启华触景生情，也让他

意识到本市养老机构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所幸，近年来，上海

启动了市郊养老机构结对方案，

部分远郊养老机构与市区优秀

养老机构结对后，养老服务水平

有了很大提升，城乡一体化养老

服务得以发展，更体现了上海是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1963年出生的徐启华今年

已经56岁了，再过几年，他也将

步入老年人行列。但他表示，对

上海的养老服务有信心。“未来，

我们将培育养老服务业新业态，

即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融合式

发展，打造新的养老生态链。主

要目标是促进居家和社区养老

得到专业化服务，随着技术不断

创新，我们将推动和促进康复辅

具进家庭。”

谈及未来养老服务的新模

式，徐启华兴奋不已。“养老的根

本出路仍在家庭。近来，我们和

上海联通合作开展智慧养老。

通过多种传感器实现对居家老

人远程监控，把机构专业化服务

及时送达老人家中。解决老人

在家养老安全需要、生活护理需

要、情感需要等方方面面的需

求。随着5G时代到来，大容量

宽带启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

用，养老康复辅助将可以连通信

息化终端，使得互联网家庭养老

成为可能。”

徐启华介绍说，以前老人瘫

痪在床，家庭用床无法开展专业

服务，但现在已经有智能床垫，

能24小时不间断远程监测老人

的心跳、血压、血糖等各项指

征。一旦发生意外可以快速响

应；便携式沐浴床能帮助老人在

床上洗澡；将来通过语音识别机

器人，能提供上门养老服务；而

外骨骼系统能帮助不能行走的

老人行动自如。

AI智慧养老将成为可能

从传统家庭养老到9073再到AI智慧养老

40年来，上海的养老模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徐启华告诉记者，起初，养

老机构的建立几乎全凭市、区、
街道各级政府财力投入，最近几
年随着养老越来越热，民营资本
加快涌入，本市的床位数量大幅
增加，出现了公办和民办养老机
构各占半壁江山的可喜局面。
当然，不少民办养老机构属于公
建民营的性质。

而养老形态也逐步向多元
化发展。徐启华介绍说，本世纪
初，养老机构只能满足老人基本
的生活照料，而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市民经济收入的提高，现在
越来越多的老人已经不能满足于
简单的养老服务，呈现出个性化、

多样化的需求，养老的业态也随
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无论是
养老机构的硬件还是软件都相比
过去有了质的飞跃。老年公寓、
护理院、引入国外理念的持续照
料社区等应运而生。”

从2011年起担任上海市社
会福利中心主任的徐启华更是
将这些年上海市属的几家社会
福利院的变化看在眼里：市第一
社会福利院位于中心城区，建于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虽说在城
区，但一样的陈旧不堪。只能满
足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这几
年，通过改建后，整体面貌已经
大为改观，越来越强调人性化，

营造小单元家庭照料模式。房
间布置不再单一，辟有会客室、
起居室、老人专用的盥洗室等。
在福利院里，老人面对的不再是
冷冰冰的房间，能感受到家的温
暖。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没改造
前设施也非常简陋，如今条件大
为改善，失智照料中心还引进了
很多国外的先进设施。位于松江
的市四福院以前设施破破烂烂
的，老人睡的是简易木板床，睡上
去后木板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
声，房间昏暗，经过修缮后，环境
焕然一新。如今四福院正在另选
它址重新建设，预计明年将投入
使用，一座崭新漂亮的四福院将

呈现在人们面前。
“过去养老机构不太注重保

护老人隐私。现在则尽可能创造
条件，让老人有尊严地养老。”让
徐启华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上
海出现了不少大型连锁民营养老
机构，营造良好的养老环境，满足
他们个性化的需求。有的甚至还
设有小型会所、阅览室、棋牌室、
琴房、手工室等，引进了老年大学
课程，吸纳志愿者、社工等。可以
说，不少新建养老机构开始注重
老人的人文关怀。

至于7%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的目标制订同样经过了严格的
考察，需要确定合适比例，徐启

华认为，从2004年全市推出居
家养老服务起，就有一部分老人
经过科学评估后得以享受政府
财力资助的居家养老服务。部
分老人服务券的资助甚至达到
每月500元，那么多老人加起来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尽管如此，90%的老人还是
需要家庭自我照顾，当然，其形
式和1997年以前自然状态下的
在家养老大为不同。这些年，政
府积极鼓励各类企业和社会组
织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公共为老
服务产品，文化教育等活动纷纷
输送到社区，使得老人的晚年生
活越来越丰富。

徐启华认为，如果说，从
2004年到2015年，上海采取的
是“9073”养老格局的社区居家
一体化养老模式的话，那么从
2014年起，上海的养老服务格
局又发生了变化。

“9073”养老服务格局是以
民政部门为主牵头，但其实养
老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动员
政府部门、社会很多力量共同
支持和参与。以前，很多养老
政策呈现碎片化状态，各个部
门都在制订适老政策，但没形
成体系。”于是，2014 年，上海
首次提出五个一体社会化养老
服务体系，即政策支撑体系、保
障体系、监管体系、评估体系、服
务体系。

不仅如此，从2014年开始，
上海还开始鼓励和推动社区嵌
入式养老。徐启华解读说，上海
人多地少，特别是中心城区，很
难拿出大块土地来建养老机构，
于是只能从边角料上动脑筋，因
此民政部门鼓励社区因地制宜
地利用街道闲置公用房、厂房等
建立小微养老机构。这些养老
机构被亲切地唤做“长者照护之
家”，床位一般在50张以下，别

看小但功能齐全，能形成综合为
老服务枢纽，为老人提供短期助
养、日间照料、喘息式服务。“尤
其是喘息式服务特别人性化。
有的家属因为长期照料老人身
心疲惫，偶尔要出去旅游但生怕
老人无人照料，社区便提供喘息
式服务。长者照护之家建成后
倍受欢迎，解决了一部分老人在
家养老的很多问题。”

“不少照料者压根不知道如
何帮老人脱衣服洗澡、如何搬
移、如何翻身，老人照料非常难，
翻身的姿势很重要，翻得不好一
个不小心就骨折了。同样的，如
何喂饭是个技术活，饭菜的冷
热、软硬程度如何，都要经过系
统培训。很多白领喂小孩动作
很娴熟，但喂爸妈大部分人喂不
来。”徐启华指出，针对进不了养
老机构在家养老的老人，小辈、
老伴又缺乏专业照料技巧的情
况，从2017年开始，民政部门开
展了“老吾老”照料增能计划。
即对家庭照料者开展实操培训，
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在全市8个
区11个街道试点，今年打算扩
大到9个区20个街道，通过3年
的试点在全市推广，目的是依托

社区现有的设施，有效提升家庭
照料的能力。

不仅如此，从2016年起，本
市还开始建设一批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至去年年底全市建成了
180多家服务中心。目前，民政
部门要求每个街道都要设立一
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为老人提
供助餐、日托、日间照料、老年文
化活动等各类服务，整合社区养
老资源。

此外，过去很少有人关注认
知症患者。2018年，本市将“改
建1000张失智老人照护床位”
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

这些年，为老服务从业人员
的素质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徐启华介绍说，以前本市的护理
员队伍大部分来自外省市，存在
年龄偏大、知识水平偏低、劳动
强度偏高、收入待遇偏低、流动
性大等特点。近年来，护理队伍
涌现了不少“80后”“90后”，他
们看好养老这一朝阳产业，甚至
还出现了“90后”养老院院长。

“事实上，养老产业蕴藏了巨大
的商机，在解决养老服务需求的
过程中，养老人才的培养也越来
越得到重视。”

社区嵌入式养老因地制宜推出小微养老机构
五个一体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更新养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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