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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16年好友”再度合作——四平路街道与同济大学已启动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

让“花朵的凋零”来得更慢一些
■记者 汤顺佳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进
一步加快，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
退 行 性 疾 病 所 引 发 的 认 知 障 碍
问 题 愈 发 受 到 社 会 的 关 注 。 作
为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
一，上海于 2019 年率先在全国启
动“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
试点”。

2020 年，上海公布老年认知障
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项目第二批
试点街道，杨浦区四平路街道“榜
上有名”。四平路街道是杨浦典
型的老工人新村集聚区，辖区内
70%以上的住房房龄都在五十年
以上，且老年居民比例较高，9 万
余常住人口中，除去同济大学的 2
万余名师生，剩下的居民中有近
40%超过 60 周岁。

日前，四平路街道和同济大学
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合作，
正式启动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
建设试点。

从“掉落的第一片花
瓣”切入治疗

据最新研究显示，我国 60 岁及
以上人群中，患有各类认知障碍的
人数超过 1500 万，轻度认知障碍整
体发病率超过了15%，80岁以上老年
人中的发病比例接近25%。

有人将认知障碍患者身体功
能 的 衰 退 ，比 作 花 朵 的“凋 零 ”。
而掉落的第一片“花瓣”，通常是
语言功能：张口忘词、口齿不清、
说话偏题……

“老人出现认知障碍症状后，
本人和家属都会将其视为年龄增
长带来的正常‘副作用’，殊不知
这是一种病症。因此，家属的第
一 反 应 是 让 老 人 尽 可 能 待 在 家
里，不要出门，减少他们遇到‘危
险’的可能性。”同济大学老龄语
言 与 看 护 研 究 中 心 秘 书 长 黄 立
鹤，同时也是同济大学外国语学
院 副 教 授 ，对 语 言 学 颇 有 研 究 。
他表示，其实，认知障碍老人闭门
不出，断绝与外界的沟通，反而会
加剧病情恶化。

2019 年，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
区项目在上海的28个街镇实现首批
试点，次年第二批又新增 50 个，其
中，以语言功能为治疗首要突破口
的，四平是头一个。项目中，四平路
街道向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
究中心购买服务，由研究中心的专
业力量进行实地操作。

记者了解到，研究中心将开展
三方面干预：认知健康知识普及、
认知评估社区筛查、认知干预照护
培训。其中，筛查过程主要有向社
区家庭发放 MMSE 量表（简易精神
状态评价量表）、MoCA 认知量表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语言能
力相关量表等三方面电子量表，初
步判断对象的精神状态。对于老
人的语言功能受损情况，将进行重
点考量。“比如，老人说话能不能说
清楚，能不能准确表达，会不会突
然忘词，这些都可能是认知障碍早
期征兆。”

从“语言”着手筛查，也从“语
言”切入治疗。早期识别和认知干
预，是改善当前老年人认知障碍、改
善语言衰老现象的关键因素。利用
语言活动进行认知干预是目前国际
上老龄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采用的
前沿方法。

“国外有一个著名的‘修女实
验’，对美国一家修道院里的 600
多名退休修女进行研究，发现她
们的大脑和常人一样，随着年纪
增长而受损，但其中相当一部分
脑 损 伤 患 者 没 有 表 现 出 记 忆 缺
陷。也就是说，更多的语言学习、
团体活动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可

能对增强人体认知保护有效。”黄
立鹤表示，他们将为认知障碍老
人开展一系列“非药物治疗”，包
括 认 知 能 力 、运 动 能 力 、情 绪 管
理、语言课程、艺术兴趣等多方面
训练，如手指操、八段锦、绘画、手
工、声乐等，通过鼓励老人走进社
区，多与人交流，一起做做游戏、
跳跳操，尽可能激活老人的语言
功能，延缓病情发展。

为家属的心打开一个
“泄洪口”

伴随着老人出现意识混乱，甚
至丧失自理能力，照料认知障碍老
人，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24 小
时全天候陪伴、喂饭、帮助洗澡、帮
助排泄……老人家属承担着身体、
精神双重压力。

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
究中心的社工们将为老人家属开
展照护培训，提升他们的照料能
力、支持能力、预防能力。“如何为
老人进行基础护理？”“怎样与老人
进行有效沟通？”针对这些问题，社
工们会开展专题课程、讲座等，为
家属答疑解惑。

此外，缓解家属的心理压力也
是一大重点。黄立鹤表示，在一
些 情 况 比 较 严 重 的 认 知 障 碍 家
庭，家属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
态，容易产生情绪积压。项目将
建立家庭支持中心，提供照护心
理压力疏导，为老人家属的心开
一个“泄洪口”，帮助其舒缓不良
情绪。

与“多年老友”开展“习
惯性”合作，火花依然耀眼

相比其他试点街道与企业、社
会组织达成合作，四平是唯一一个
与辖区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的老年认
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街道。其
与同济大学的往来早有渊源。

2005 年 ，街 道 与 同 济 签 署 街
校共建协议，正式拉开了双方合
作的序幕。此后，各类项目陆续
开展：鞍山一村的“哆来咪”楼翻
新了，阜新路上的“口袋花园”建
成了，金安居民区从“零车位”到
限 时 共 享 同 济 大 学 的 车 位 ……
四 平 路 街 道 相 关 负 责 人 孙 莉 敏
表示，和同济的合作已有 16 个年
头，近乎成了一种“习惯”。本次
和同济大学合作，也是基于多年
来对其专业力量的信赖。“一直以
来 ，四 平 好 比 同 济 的‘ 试 验 田 ’，
为师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空
间 ，而 同 济 就 是 四 平 的‘ 专 业 队
’，为社区设计改造等事务提供技
术支持。”

而本次合作同样如此。不仅四
平获得了同济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
中心的社工服务，研究中心也通过
基层排摸、调查，获得了社区老年认
知障碍方面的数据样本，有助于其
后期建立信息“智库”。

目前，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
护研究中心已为四平的认知障碍
老人初步制定了活动计划表。知
识科普、社区筛查等行动于 4 月正
式开始。

据介绍，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
看护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7 年。研
究中心针对老龄化及语言蚀失等
问题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社
会服务，积累了基于语言资源促进
个体积极老龄化、开展认知干预的
丰富经验。成立以来，研究中心
在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积极
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开展了上海
社区认知障碍公益服务，面向老
年人群开展了认知障碍方面的科
普宣传、认知评估与筛查、干预训
练等工作，帮助老人改善认知能
力 ，努 力 建 立“ 预 防 － 干 预 － 照
护”三级预防体系。

■记者 毛信慧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残障人士可以参与越来越多的社会
活动，但在就医等较为复杂和紧急的
情况下，他们还是会感到无助和力不
从心。为了让残障人士能有更好的
就医体验，杨浦区中心医院推出助聋
导诊，依托高校志愿者团队，为聋哑
人提供陪同服务。

4月1日起，每周二下午，医院都
会安排高校志愿者，协助聋哑人就
医。对于在其他时间有需要的患者，
也可提前与医院预约。而这项服务
的持续推进，和一位聋哑老人的经历
有关。

治疗的同时也要给予
人文关怀

近日，郭火根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杨浦区中心医院复诊。从进
入大门开始，就有志愿者上前指导
他进行挂号。“他说什么？”“他说晚
饭吃的是面。”“跟他说不一定非要
是面食，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再
去查个血。”在就诊、检查的过程
中，也有一位懂手语的志愿者全程
陪同，协助郭老伯和医生开展“精
准沟通”。

郭火根、李美琴是一对聋哑人夫

妇。去年 11 月，郭老伯因直肠癌术
后随访，来到杨浦区中心医院就
诊。没想到，医生在给郭老伯做胃
肠镜检查时，又在他胃部发现一个
肿块。得知自己再度患癌，郭老伯
一下子崩溃了，伤心得直掉眼泪。
李美琴在一旁也急得手足无措。“当
时特别想不通，上天为什么要对我
这么不公，心里又无助又害怕，感觉
生活失去了希望。”郭老伯打着手势
告诉记者。

“不幸中的万幸是，他的胃癌属
于比较早期的，通过一个微创手术，
就能取得较为理想的预后效果，目前
我们医院腹腔镜微创手术率超过
80%，对此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杨浦区中心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
林谋斌解释说，“但除了医疗技术，患
者的心理状态对疾病的治愈非常重
要。因为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顾
虑，所以在治疗的同时，还要给予人
文关怀，光靠写字板沟通就有些力不
从心。”

一位“感同身受”的手
语翻译

于是，医生们通过社工部，联系
到了上海理工大学志愿者汤祯昱，
担任郭老伯、李阿姨的手语翻译。
郭老伯住院期间，小汤时不时通过

视频聊天开导郭老伯，给予他情感
上的抚慰。在医护人员的耐心解释
和志愿者的翻译下，郭老伯打消了
恐惧心理，顺利进行了手术。术后，
社工部的工作人员经常看望郭老
伯。当得知郭老伯喜欢足球，大家
还特地找来好多体育类报刊，帮助
他转移注意力。

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无微不至
的关怀，让老两口格外感动。“十分
感谢医生们的关心和照顾。我们
算幸运的，可以通过写字来沟通，
还有不少聋哑人不识字，日常沟通
方面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在看
病的时候，有翻译非常重要。”就
诊结束时，李美琴紧紧握着小汤的
手不放。

让李美琴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手
语翻译汤祯昱其实也是一名听障人
士。小汤从小学习唇语，并依靠助听
器练习发音。在与医生的沟通中，小
汤的眼睛始终不离开医生，生怕错过
一个关键词。“我跟郭老伯他们的困
惑其实是一样的，比如去医院、火车
站，如果人们戴着口罩讲话，或者是
语音播报，我就没有办法了解相关信
息，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小汤告诉
记者，自己在大学学习手语，就是希
望能帮助更多听障人士，更好地融入
社会。

■记者 高靓 文/摄

本报讯 4月9日起，五角场街道
新冠疫苗接种点“搬家”，位于政通路
168号的新接种点启用，位于政旦东
路2号的接种点已停止使用。

新接种点由公交枢纽站改造而
成，毗邻轨交10号线江湾体育场站1
号口，与原先相比，面积更大、可服务
的人群更多。近1000平方米的接种
点分为等候区、预检登记区、接种区、
留观区、血压测量区等，配备医务人
员、志愿者、特保人员等30余人。接

种区设有3个接种台，每天上午8点
至下午5点（午间不休息），五角场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提
供接种服务。

记者注意到，由于该接种点距
离五角场商圈、创智天地园区较
近，启用首日，前来接种的大多是
在五角场商圈和附近园区工作的
市民。“这里挺方便的，我 10 点上
班，9 点多过来接种，从排队到留观
速度很快，然后步行 10 分钟再去上
班正好。”创智天地园区白领江伊
平说。

“此次在选址上也是考虑再三，
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把社区居民和商
圈、园区员工都兼顾到了。而对于相
对较远的居民区和企业，街道也会组
织专车进行接送。”五角场街道商圈
楼委会书记许之曦告诉记者，现在，
街道辖区内不少企业达到了 70%以
上的接种率，后期，街道还将根据实
际工作量和预约人数适当增加接种
点内的接种台，将日最高接种能力提
高至 1500 人左右，同时安排流动接
种车，开进商圈、园区，为企业员工提
供方便。

五角场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搬家”

“接种完步行去上班刚刚好”

医校联手推出助聋导诊服务，提升听障人士就医体验

此处“无声”胜“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