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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养老幸福圈长啥样？“五边形”！

或是自行量血压、测血糖，或是
跟着教练做做简单的手指操……杨
浦区市光路 1118 号，这里微型日托
中心、助餐点、理疗间、多功能厅等
空间一应俱全。这个“家门口服务
站”，是殷行街道专为社区老年人打
造的集休闲娱乐和便利生活于一体
的“明星”场所，也是杨浦贯彻“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发展理念的便民服
务新载体。走廊尽头，还有一家名
为“时光驿站”的“特殊”咖啡馆，在
其中忙碌的“咖啡师”是社区里的认
知症患者。

老了，去哪里？深度老龄化，养
老需求多元化，才是现实。面对现
实，申城积极构建 15 分钟社区养老
服务体系，打造原居安养幸福圈。这
个幸福圈，长啥样？“五边形”——床
边、桌边、身边、周边、手边，体面养老
有保障！

在床边，有照护。
去年，申城完成持续三十年的成

片旧改。搬了家，人户分离，养老服务
还能继续吗？能！缪妙是老西门街道
辖区养老机构的旧改志愿者，创新为
老服务，有思路。

缪 妙 的 底 气 ，来 自“ 家 床 ”照
护。这几年，黄浦区以优质养老机
构为支撑，排摸老人个性化养老需
求，设计专属上门照护方案，采用双
方议价、签约购买服务的市场化运
作机制，率先推出“家床”照护，老人
在家就能享受专业养老服务。截至
今年，5 月底，黄浦区已有 9 个街道
开展“家床”照护，新增签约 376 户，
提前实现累计签约破千目标，服务
量与稳定性名列前茅，为全市推广

“家床”提供借鉴。
在桌边，有“食”惠。
目前，申城有社区长者食堂 305

家、老年助餐点1303个，覆盖城乡、类
型多样、总体可及。

今 年 ，老 年 助 餐 的 一 大 新 闻
是——“老字号长者助餐联盟”成立，
丰裕、大富贵、沧浪亭、老人和……满
足老人个性化、多样化的用餐需求。
五里桥街道先行试点的 5 家老字号
长者餐厅已全部运营，日均提供老年
餐堂食超 800 客。其中，丰裕餐饮店
率先试点半年多，门店适老化改造，
很用心。门店里，爱心小餐桌，桌子
四边，各有一个把手，握住把手，老人
起身不费力。把手边上的月牙拐杖
嵌进去，稳稳靠住，够安全。此外，老
人们也可以选择光明邨统一配餐到
家，12元和20元两种标准套餐，随意
选。总归，老人家们评价老字号助
餐，一个字——嗲！

在身边，有帮扶。
宜居社区，老人家如何“身边有

帮扶”呢？答案是：“分阶段”有序推
进，“分梯度”实行补贴，“分类别”满
足需求。

居家无障碍，截至去年，申城已累
计为1.3万多户家庭提供了居家环境
适老化改造，今年将完成改造 5000
户。同时，既有公共建筑、公园场地和
街道空间，试点整体性适老化改造，都
在推进中。

伴随深度老龄化，认知障碍友好
社区建设，也是刚需，为老年人提供
前期资源链接、中期细化筛查、后期
干预指导的标准化、专业化服务，也
在推进中。

在周边，有布点。
目前，申城着力推进家门口养老

服务站建设，场地不大，专为社区老人
提供养老“微服务”——无论是“微助
餐”“微日托”，还是“微健康”“微社
交”……出家门，步行 5 分钟，享受养
老服务，很便捷。

98 岁的老太太沈默，爱读书。
离家不远，就是隔壁街道的老年日
间活动中心，她能不能天天来这里
读书看报呢？可以！原居安老，布
点 共 享 ，社 区 里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布
局，要均衡充实；点位服务集成性、
功能综合性、为老服务网络密度，
都在提升。特别是，相邻街道为老
服务空间和服务项目，向周边居民
开放，跨街共享，资源利用充分，睦
邻友好。

在手边，有响应。
一位老人，日子过得怎么样？看

看“画像”，就知道了。
“智慧养老”始终是杨浦为老事

业的重点命题。2022年，杨浦制定了
《养老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计
划于 2024 年实现“老年人所想、政府
所响、社会所向”的养老服务数字化
转型。

“杨浦养老 E 顾问”微信小程序
已经上线，这是过去区级综合为老
服务平台“彩虹桥”的升级版，它入
驻手机移动端，绘制出了更精准的

“ 画 像 ”，实 现 个 性 化 的“ 私 人 订
制”。老人登录后，可输入个人信
息、家庭状况、照护等级、已享受服
务等情况，系统后台将生成其需求
标签，并匹配相应政策及服务信息
进行精准推送，真正实现数据联动、
政策找人。

数字赋能，以老年人信息库为基
础，精准获取60岁以上老人的基本情
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享受政策等
情况，形成老人“画像”数据池，细分服
务群体，精准匹配政策，也让“手边响
应”更迅捷。

2017 年，“居家乐”一键通服务
开启，为辖区“人在户在”的老人提

供紧急呼叫、主动关爱、健康管理、
政策咨询服务，老人居家过日子，
有了好帮手。今年，申城为老服务

“一键通”已实现高龄独居老人全

覆盖，耄耋老人，颐养天年，安全又
安心。

在申城，“五边形”养老，聚焦多
元需求，盘活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均

衡社区养老服务布局，让“原居安老”
成为体面养老新模式，目标就是——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享！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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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为“时光驿站”的“特殊”咖啡馆内，在其中忙碌的“咖啡师”是社区里的认知症患者。杨浦区市光路1118号，这
里微型日托中心、助餐点、理疗间、多功能厅等空间一应俱全。这个“家门口服务站”，是殷行街道专为社区老年人打
造的集休闲娱乐和便利生活于一体的“明星”场所，也是杨浦贯彻“15分钟社区生活圈”发展理念的便民服务新载体。

■资料图

复兴岛，面积约1.133平方公里，
岛上长期没有超市、电影院、外卖站
点等商业配套设施。而如今，它告别
没有菜场的历史，500 余户“岛民”和
约 2000 名企业常住员工可以就近

“赶集”，在“复兴小集”社区服务站里
买菜了！

“复兴小集”的诞生，不仅能解决
困扰多年的“买菜难”问题，更是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睦邻社区建设典
型实践。从不为人知、少有人踏足，
到吸引岛外市民上岛参与党群驿站
等睦邻社区建设，复兴岛逐渐成为一
个吸引都市人近悦远来的开放型生
态睦邻社区，这其中离不开社区自治
项目的赋能。

拿“复兴小集”的设置来说，由
于 月 牙 形 的 复 兴 岛 地 形 狭 长 ，长

3.42公里，中部最宽处仅550米，且居
民区分布分散，客观上造成选址困
难，再加上岛上也没有现成的场地，
建规模较大的菜场势必遭遇成本回
收困难的现实挑战。所以，当定海路
街道人大工委和岛上的人大代表联
络站推动协调这一问题时，岛上居民
也自发成立自治小组，在方案制定、
资金筹措、综合管理、志愿服务等方
面提出建议和构想，并撰写《买菜公
约》《服务管理微规约》等制度，未来
还将积极动员岛上党员干部组建志
愿服务队伍，参与“复兴小集”的日常
管理与秩序维护。同时，复兴岛居委
会还通过定海路社区公益基金会平
台募集启动资金，筹集到 8000 余元
善款，让“复兴小集”顺利完成硬件安
装改造。

“复兴小集”令尝到社区自治甜
头的“岛民”们非常兴奋，也让关注
基层社会治理的专家感到兴奋。杨
浦区社会治理顾问、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俞祖
成就在杨浦区年度“十佳”睦邻项目
遴选终审会上表示，居民不仅要成为
问题的提出者，更要成为问题的解决
者。特别是，当前上海相当一部分
区域进入城市更新、社区更新阶段，
社区自治也比以往更加求贤若渴，
不仅需要借助社区规划师、专业社
工等外部专业力量，更要动员居民
中的能人、贤人特别是中青年骨干
参与其中，让社区志愿者的队伍更
加专业化。

梳理历年来杨浦区年度“十佳”
睦邻项目的特征变迁，专家发现了

许多鲜明的变化。例如，近一两年
来，更有创新意识、法律意识和专业
能力的中青年越来越成为社区自治
主角，他们基于居民对美好生活需
求提出的睦邻项目及开展方式也更
具时代特征。同时，即使是在老龄
化程度较高的社区，睦邻社区的积
淀发展也使得现在的自治项目显著
告别了 1.0 版本的社区硬件改造，转
而更加关注睦邻文化等软实力建
设，更加呼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这样的变化其实也不仅仅出现
在杨浦，在全市各处，新鲜血液的加
入都赋予了睦邻社区建设新的动
能，让社区自治项目更有张力和凝
聚力。

“屋顶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可

以安装地暖和空调……”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来自一群二年级的小学
生。在徐家汇街道徐虹北生活盒子
三楼屋顶的改造中，一路之隔的交
大附小“小小规划师”参与其中，过
程严谨，建议却充满奇思妙想，无论
是“肥宅摆烂区”“加油冲鸭区”这样
的名称，还是设计桌游区、残健儿童
共建花园等功能分区，都体现出十
足的童趣。去年以来，徐家汇街道
已是第二次以社校联动的参与式
社区规划项目，带动社区里的学生
及家长共同参与社区空间营造，不
仅赋予空间新的创意，更能提高中
青年及少儿对社区自治的知晓和
参与，提高凝聚力，培养一批骨干
和 小 达 人 ，将 让 社 区 建 设 走 得 更
好、更远。 （来源：新民晚报）

从“硬”到“软”社区自治迈向“2.0版”
■孙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