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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公布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
18.70%。民政部预测，“十四
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从轻度迈入中度老龄化
社会。目前，我国养老模式已
形成“9073”格局，即90%左
右的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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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淮安探索多元养
老模式，托起幸福“夕阳红”。
重阳节前夕，本报从居家养
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农村
综合养老四种养老模式，各选
取一位或几位典型老人，分享
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
福老年生活，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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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张金宇
通 讯 员 孔令子

“跳舞、接送孩子、做家务、绘画……我
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生活非常充实。”今
年70岁的清江浦区工农社区居民陈新国
提起自己的居家养老生活，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退休后，陈新国和老伴韩建华
除了专心发展个人爱好外，还有余力照顾
小孙子。每天早晨，陈新国在跳完一个小
时的交谊舞后，会前往儿子家送小孙子去
上学。回家后，陈新国夫妇分工明确，韩建
华自由练习歌唱，陈新国负责做家务，而后
韩建华再准备午餐。这是他们退休多年来
形成的默契。

“我们都很尊重彼此的爱好，希望退休
后能够拥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和文化生活。”
陈新国说，每日午后，他会独自一人在书房
里绘画，当提起画笔，所有的烦恼和琐事都
会抛之脑后。韩建华则会在午后出门和好
友练习唱歌。陈新国对于老伴的歌唱才华
称赞有加，称她和她三个姐妹为老年合唱
团的“四朵金花”。“老年合唱团每年都有两
次考试，想通过考试必须有扎实的功底，她
非常厉害，可以达到‘台柱子’的级别了。”
陈新国表示，老伴经常被合唱团邀请上台
表演。他本人在老伴的激励下，画艺有了
明显提升，作品曾获得淮安市第四届社区

书画大赛成人国画组一等奖。
陈新国多彩的晚年生活还包括一大爱

好——游泳。陈新国介绍，长时间弯腰进
行书法和绘画创作容易腰疼，游泳成了他
缓解身体疲劳的一种方式。“人在水中没有
依托，四肢活动起来才能保证身体不下沉，
这很锻炼身体。”陈新国说，拥有强健的体
魄是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保障，因此每年
夏天他都坚持游泳。

强健的体魄还让陈新国拥有充沛的精
力去服务社区居民。作为一位拥有50年
党龄的老党员，陈新国在工农社区积极发
挥余热，教授老人和小朋友学习书法和绘
画，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社区准备建
设一间书画室，由我担当老师。”陈新国说，
他一直期待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回馈社
区，能够用一技之长服务社区，他的养老生
活因此而增彩。

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是古往今来
很多老年人想要的老年生活。居家养老的
陈新国充分感受到了带娃的乐趣，每日接
送小孙子上下学并辅导作业为他的养老生
活增添了另一种乐趣。“我语文功底好，每
次辅导小孙子写作文，他崇拜的眼神让我
充满成就感。”陈新国说，小孙子也是交流
的对象，在家陪孩子讲故事、做作业，可以
度过一段快乐时光。每周末，儿子和儿媳
也会回家看望他们，一家人围坐桌前享受
美食，融洽的相处氛围让他们倍感幸福。

■融媒体记者 徐 薇
通 讯 员 陈 倩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芹菜炒肉片、
青菜豆腐汤，清江浦区长西街道引河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助餐点的醒目位置，挂着十
分诱人且一周不重样的菜谱。每天，这里
要为30多位老人提供餐食。

10月19日，记者采访当天，正遇上下
雨，很多老人改现场就餐为在家就餐，社区
志愿者立刻忙碌起来，分菜、装盒、打包、配
送，要赶在饭点前将餐食送到老人家中。
冒雨前来就餐的80岁的社区居民田守兰
说：“社区食堂很温馨，有家的感觉。平时
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在外面吃又不放心，
现在有了助餐点，两荤一素一汤，搭配合
理，价格也公道。”

2019年，引河社区引进第三方机构共
同打造助餐点。助餐点运营以来，价格亲
民、菜品丰富、干净卫生，受到老年居民欢
迎。“来就餐点的老人可自主选择就餐形
式。”助餐点负责人马菲菲说，每天上午10
点半午餐便能做好，这时就会有老人前来
打饭，他们或在社区餐厅就餐，或自带饭盒
将饭菜打包回家。为方便因年纪大、行动
不便而无法前往助餐点的老人按时就餐，
引河社区志愿者会送餐上门，老人一个订
餐电话，午餐便会在11点半前送达。

“各位爷爷奶奶，今天的毛笔字练习我
们先学到这里，大家回去再多练练。”老师
话音刚落，在引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居民张继宝和同学们参加完每周固定开展
的书法活动，又奔向各自喜爱的棋牌、舞蹈
等兴趣课堂交流切磋。这里的学员虽然年
纪不小，但精气神和学习热情丝毫不输年
轻人。

张继宝说：“现在我们每天到这里就像
上学一样，既学到了不少知识，还和老兄弟
老姐妹们一起唠家常、看书、打牌，非常开
心。”据悉，引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
医、养、康、教相结合的养老新理念，结合周
边老人的吃、喝、行需求，开设棋牌室、图书
室、舞蹈房、乒乓球室、书画室、康复室、心
理疏导室、健康小屋、日间照料室等多功能
区域，常态化为一号生活大院及周边老人
提供日间照料、康复理疗等服务项目，切实
增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我们将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从机构延
伸到社区，为社区老人提供社区餐厅、文化
娱乐、精神关爱、医康护理等一站式专业养
老服务，打造“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用以满足社区老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
服务需求，努力让社区老人就近享受高品
质的晚年幸福生活。”引河社区党委书记韩
晓明介绍。

据了解，淮安是全国第五批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近年来，我市
聚焦老人养老“不离家不离亲”需求，实现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用房建设统一规划配
建、统一配建标准、统一产权归属、统一管
理运营、统一监管评价“五统一”，相关做法
入选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
作优秀案例。

医
养
结
合
托
起
老
人
﹃
稳
稳
的
幸
福
﹄

■融媒体记者 陈 帅

“我和老伴每天上午会晒晒太阳，下
午做一些康复运动，最重要的是医生24
小时在岗，让我们觉得很安心。”两个月
前，87岁的左言高和老伴住进了淮安禾
康枚乘颐养服务中心，左言高说，“老伴8
月初得了肺炎，出院后我们就选择了这
里，既有人照顾，每天还有不同的营养餐
供选择，对我们身体恢复很有好处。”

在服务中心的院子里，十几位老人和
几名护工坐在小凳上聊天，护工们细心地
帮老人剪指甲、整理头发。“这里条件好，
离家又近，子女们下班就可以来看我，饭
菜也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少油少盐不
油腻，每天还会变着花样，我们吃得很开
心。”75岁的刘万林老人退休前是一名老
师，前段时间得了脑梗，出院后主动要求
住到养老服务中心。刘万林介绍，子女经
常会买些水果送来，在这里和老人们住在
一起有共同话题，聊天、散步、晒太阳，心
情很舒畅。“现在我身体好了不少，有专门
医生为我制订康复计划，再恢复一段时
间，我就准备回家了。”刘万林老人笑着
说。

和左言高、刘万林两位老人一样，选
择在禾康枚乘颐养服务中心康养的老人
不在少数。据该中心专业养老护理员陶
登松介绍，目前该中心共有26张床位，已

有24位老人住在这里。“他们大多是身体
疾病比较严重，生活上自理困难，需要有
人不间断照顾的。”陶登松告诉记者，将老
人送往养老机构，曾是一些家庭不愿面对
的话题。随着养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专
业养老机构服务能力逐年提升，人们的观
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让老人，特别是高
龄老人、失智失能老人去接受机构专业照
护，已逐渐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禾康枚
乘颐养服务中心面积不大，一些娱乐设施
比较欠缺，主要还是提供医疗服务，24小
时有医生护士值班，还会定期给老人体
检，制订合理的康复运动计划，帮助老人
更好恢复身体健康。

陶登松从事专业养老护理工作已有
十几年时间，他告诉记者，现在护理老人，
不仅需要具备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还需
要具备更专业、更全面的综合护理能力，
比如康复、医护、心理、营养、社工等方面
的知识。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市已争取
社会力量计划投资7.8亿元参与14个养
老服务项目建设，引进银杏树、安康通等
近10家国内养老服务知名品牌入驻，连
锁化运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达128
个。各级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向养老
服务领域倾斜，为充实养老公益服务“再
加码”。清江浦区、淮安经开区等县区开
展养老志愿服务，成立了100多人的志愿
服务团队，累计服务时长超过5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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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萝卜下锅，伴着猪肉翻炒，散发阵阵
香气……10月19日9时30分许，淮阴区
淮高镇大福村幸福院活动中心的厨房里
已经忙碌起来。“萝卜烧肉、大白菜烧千
张、绿豆芽炒韭菜、西红柿鸡蛋汤。”厨师
一边忙碌一边列数中午的菜单。11时开
始，村里在这里助餐代伙的老人们就陆续
过来了。

时下正值农忙，村里的老人闲不住，
大多下地忙农活去了，幸福院活动中心比
往常安静了很多。“平时这个点，村里不少
老人都会来打牌、听戏。”大福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胡海荣说，2021年，大福
村将几间废弃厂房改造一新，并结合老村
部、卫生室，再引入第三方养老专业机构，
按照“村党总支管理+第三方专业机构”
的模式，打造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集居
家、休闲、就医、养老为一体的幸福院，每
天可同时为50多位老人提供服务。此
外，还单独设立一道通往村卫生院的便捷
道路，让老人们随时接受治疗、体检等医
疗服务。

经过几年的发展，幸福院的功能越来
越多，也越来越智能。幸福院里有个房
间专门安装了智能养老终端设备，连接村
里十多户行动不便、体弱多病老人的家。

“老人们有事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我
们也能随时了解老人在家的情况。”说着，
胡海荣通过终端设备呼叫了89岁的孙为

玉老人，很快接通了，设备画面显示其正
在女儿的照顾下吃饭。看见胡海荣，老人
激动地说：“这个好，这个好。我在家就能
看到书记了。”胡海荣询问老人近况，两人
聊起了家常。

11点刚过，忙完农活的老人们陆续
来了。“在这里吃得饱、吃得好，价钱还实
惠！”84岁的顾玉林边吃边夸着。三菜一
汤，只需要 3元钱，老人们吃得津津有
味。一个星期天天换菜品，不重样，并且
还不是由厨师定。老人们告诉记者，每到
星期天村里会把经常在这里代伙的50多
位老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大家一起商量定
菜谱，都是老人们想要吃的。

“幸福院是村里老人们享乐的地方。”
当天，78 岁的严万群带着老伴来吃午
饭。老两口身体很好，平日里自己做饭
吃。“但过段时间就过来吃上一顿，换换口
味。”严万群笑着说，这里有健身器材和棋
牌室，也有老人大舞台，大家伙没事就往
这里跑，打打牌、健健身，累了就聚在一起
聊聊天、听听小戏。幸福院外有个大广
场，听戏的人多了，就会聚在广场上，这里
不仅有自己排的节目，村里还经常邀请外
面的演出团队来给老人们表演。

有吃有喝有玩有看，在大福村老人们
看来，这就是“老人们的乐趣”。“村里对老
人的工作做得很到位。”严万群说，为什么
是“很到位”而不是“非常到位”，“不能让
村里干部太骄傲，还要再不断地提高。”一
旁，胡海荣听了笑着说：“放心放心，一定
会越来越好！”

安
心
在
家
享
受
晚
年
幸
福
时
光

﹃
十
五
分
钟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圈
﹄
画
出
﹃
幸
福
半
径
﹄

10月21日，志愿者来到淮阴区三树镇敬
老院，陪老人观看文艺演出。 10月21日，志愿者来到淮阴区淮高镇练湖村，向百岁老人赠送寿桃，共迎重阳佳节。

本版摄影：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王 昊
通 讯 员 潘 强

10月20日，清江浦区四季青社区电厂河
小区开展“情暖金秋、爱在重阳”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