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实人才队伍

创新服务模式

在业内人士看来，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

力，还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标准和规范，

培育和充实居家养老服务人才。

“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养老模

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应该进一步整

合、优化、制定、完善老年人居家养老涉及的

衣、食、住、行、娱等方面的各种标准和规

范。”北京超岱中医研究院院长林超岱表示。

“居家老年人多数患有慢性病，日常还

会接触大量来源复杂的养生保健知识和产

品，真假难辨。”在北京非凡照护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程华看来，提升居家服务水平，

还要让更多人掌握养老“助医”能力，更好满

足居家老年人群的医疗、健康、护理、康复需

求。“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机

构、社区、物业等单位，培养或招聘适量的社

群健康助理员，为居家老年人群提供相关助

医服务，将补齐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一

环。”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

东近日表示，我国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

能老年人，对他们的照护是刚需。要做好对

失能老年人的健康评估工作，为他们提供从

专业机构到居家社区的全链条长期照护服

务。特别是要把医疗服务下沉到社区和居

家，切实减轻这些失能老年人家庭的负担和

全社会的负担。

“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资源

和医疗资源的融合，进一步扩大医养结合服

务的供给，提升医养结合服务的质量，壮大

医养结合服务队伍，最终建立起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整合型健康

养老服务体系。”王海东表示。

“我们亟须将居家养老服务能力赋能到

更多行业和更多人。让越来越多的力量加

入到居家养老服务的队伍，形成全社会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合力，开创中国式居家养

老的模式和道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

授梅丽萍说。 ■据新华网、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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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

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据测算，预计

“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

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

龄化阶段。

在中国，居家养老仍是主流养老模式。

我国养老呈“9073”格局。90%左右的老年

人选择居家养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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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持续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立足养老服务需求，扩大服务对象、

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不过，高龄、

失能、独居、空巢老年人医疗和护理问题仍

然突出，养老服务设施短缺、供给不均衡不

充分、专业服务人才不足等短板凸显。

“由于少子化、空巢化等社会问题，自然

家庭养老模式不能满足居家养老需求，建设

居家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极其必要。”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日前

在2022居家养老能力建设创新论坛上表

示。

以北京为例，刘维林介绍，北京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已经成型，建成超过1000多家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覆盖相当大的范围。但

老年人的就餐需求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满

足，老年人的医疗、护理、保健、康复需求满

足率更低。“纵观全国，居家养老服务比较普

遍地存在类似的问题。”

多地立法正在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更

坚实的支撑。自2023年1月1日起，《山西

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湖州市居家养

老服务条例》《金华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等

将正式实施。其中，《湖州市居家养老服务

条例》明确了政府部门、市场主体、老年人家

庭等各方职责，还专门设立“医养与康养”专

章，着力提升居家老年人在医疗卫生和康复

护理方面的服务保障水平。

作为全国在老年人助餐服务保障方面

第一部省级地方性法规，《湖南省社区居家

养老助餐服务若干规定》提出，社区居家养

老助餐服务应当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化运

营、社会力量参与、家庭尽责的助餐机制。

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务可以通过老年食堂、

养老助餐点或者老年餐桌等方式，采用线上

线下途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定点就餐或者

上门送餐等服务。

近日，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

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申报范围有

以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老年辅助器具类智

能产品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以及

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在内的智慧健康养

老服务。

加快布局智慧养老、探索“多业态+养

老”融合发展等，也在为居家养老注入新动

力。

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养老服务供

需平台——在山西太原，智慧社区养老服务

平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采

集老年人基本信息75万条，建立信息库，并

开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热线，线下安排专人

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生活照料、专业护

理等80余项集中照料和上门服务。

促进居家养老服务行业蓬勃发展——

在广西北海，着力构建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生态圈，积极引进智慧养老产业，加大对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扶持。通过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引进专业养老团队免费为孤

寡、特困失能和高龄等老年人群体进行需求

评估，制定“菜单”，提供个性化“点单式”服

务。

探索“多业态+养老”融合发展——在

四川成都，探索“物业+养老”服务，物业公

司因地制宜利用小区物业用房设立养老服

务站点，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与周边物业加

强整体联动，物业企业为老年人提供“闲时

间”服务。

“‘物业+养老’‘金融+养老’‘快递+养

老’等创新模式，为更多有条件触达居家老

年人的行业持续赋能，不断创新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发展模式。”刘维林说。

作为我国主流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服务正在加快补短板促升级。

自2023年1月1日起，《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湖州市居家养老服

务条例》《金华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将正式实施；《湖南省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

务若干规定》也将施行……近日，多地频频立法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与此同时，

有关方面不断创新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模式，加快布局智慧养老、探索“多业态+养

老”融合发展。

多地立法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