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老龄化过程!就是养老方式多样化的过程"

最近 !"年!申城探索完善养老方式" 实践表

明!机构养老!核心问题是#床位$居家养老!核心

问题是#照护"

今年底!本市要完成养老床位 !#$%万张" 事

实上!目前申城 &""多家养老机构中!民营机构

已过半数!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机构养老!已是

机构养老新方向"何况!不同的收入状况!也决定

了机构养老需求的多元化!以便高%中%低收入老

人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沪上知名的&亲和源'创

办 '年%&自家人' 创办 !'年! 都是民营养老机

构!定位不同!无论是面向中高收入老人!还是低

收入老人!化解&()难题'!它们都作出了有益探

索"

今后! 民营资本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化解&()

难题'(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高%中%低端配套的养

老服务机构!满足不同层次需求$鼓励境外资本

投资养老服务业$支持和规范社区小型化养老机

构建设!满足&就近养老'需求$对租金%新增床

位%后续运营给予政策扶持!水电煤及税收给予

政策优惠" 这些!都已在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地方

立法和政府规章中日渐成为&刚性规范'"

人老了!居家过日子!最在乎需要照护的时

候!能不能顺顺当当的(今年修订)上海市老年人

权益保障条例*!为此动了不少脑子!从照护需求

评估%医养融合!到护理保障支付渠道!设计这一

连串的居家养老照护&新路径'!都少不了制度保

障"

其中!照护需求评估!对 *"岁以上的高龄老

人来说!最迫切"前年!本市&老年护理保障计划'

开始试点" 如果试点向全市推开!评估标准究竟

该由谁制定(如何实施(修订草案提出!全市建立

统一的老年照护需求评估标准! 由市卫生计生%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制定$对具有

照料护理服务需求且符合规定条件的老年人!按

照全市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估!确定照料护理需求

等级! 作为老人享受相应的照护服务的依据$对

高龄%无子女老人予以适当补贴"

这些制度设计!是居家养老在申城日渐成熟

的一种表征!这让老人们在家也能享受专业化的

养老服务"

老有所依+++我们依靠的! 可以是儿孙!可

以是房产!可以去养老院!可以就在家里$更贴近

养老需求的制度设计!将让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

自由" 养老!也因此有尊严%有体面"

老龄化!在继续$应对老龄化的种种探索!也

在继续" 有尊严有体面地养老!在经历着深度老

龄化的申城!不是梦"

姚丽萍

人老了，居家或机构养老，能不能都顺顺当当的？
! ! ! !!"#"年!申城步入老龄化社会!是中国最早进入

老龄化的城市" #十二五$期间!申城进入人口老龄化加

速发展期!老年人口总量急剧增加!高龄人口总数继续

增长% 至 $%!&年末!沪籍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

过()%万!比例将接近*+,"

在&"+-*$的养老格局中!*,的老人机构养老'"-,

的老人居家养老! 其中"+,的老人家庭养老!-,的困难

老人养老享受政府补贴的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如何

不断实现多元化发展! 让不同收入层次的老人各取所

需!各得其所( 社区居家养老!如何顺应老年家庭空巢

化)小型化趋势!让老人就餐便捷化!居家照护专业化(

记者在调查中寻找答案%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照片上，老先生汝兆坤和老太太孙佩玲乐呵
呵地笑，开心呀，因为他们这对模范夫妻是静安
寺街道的乐龄生活馆的“形象代言人”。那是 !"#!

年重阳节，乐龄生活馆开张了，这幅大照片就挂
在展示墙上，一进门，迎面看见这对“幸福老人”。

$年过去了，%!岁的汝兆坤依然硬朗，孙佩
玲却是行动不便，需要卧床休养。不过，他们的日
子依然过得好，愚园路 $&'弄 ()号日托所的助
餐点，依然是他们的“厨房”。汝兆坤和孙佩玲是
空巢老人，()号是他们第二个“家”。汝兆坤觉得，
在日托所吃饭真让人放心———质量不用担心，价
格不用担心，来去也自由。

整个静安寺街道的老人助餐都由青凤服务
社组织运作，华东医院职工食堂和美丽园大酒
店、孙克仁敬老院为助餐点供餐，好比“大厨”。另

外，吉祥馄饨每周为助餐点供应一次馄饨，老字
号富春小笼每周供应一次包子。

如今，全街道有 %个助餐点，一年供应老人
用餐达到 )"万客，用餐老人 '!""!'*+"位，老人
们可以选择午餐、晚餐都到点上用，也可任选一
餐，如果临时有事要退订，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就行了。
至于价格，每餐 '",*元，这当中，区财政补贴

!元，街道补贴 +,*元，老人自付是 %元。前两年，
老人自付还要少一点，这几年养老金逐年增加，
老人觉得多付点，时鲜蔬菜多一点，蛮好。可什么
价格才是老人付得起、市场能接受的？青凤服务
社做了 &++份问卷调查老人的意愿。结果，多数
老人接受每餐自付 %元。
“三家‘大厨’，轮流供应 !!$个助餐点，#年

里每个助餐点都能品尝到三家‘大厨’的手艺，大
厨不同，一块排骨烧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大厨轮转，老人们就能常常换口味。”青凤服务社
负责人方佩尔说，#年下来，老人们还要为“大厨”
打分，“大厨”们都不愿落后，很乐意积极改善伙
食。

汝兆坤每月养老金 $+++多元，老伴孙佩玲
支内退休回沪，退休金低于上海退休工资平均水
平，身体又不好，所以，每个月享受 *++元政府购
买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这 *++元可以用于抵扣
助餐点的饭费，每餐自付的 %元中，可以有 )元
出自这“*++元”。这“*++元”也可以用来支付保
姆的工资，可以支付专业照护机构的上门医疗照
护服务费。“补贴的用途，是菜单式选择，老人需
要什么，我们就怎么支付。”方佩尔说。

%!岁的汝兆坤每天中午到助餐点来取饭，经
过“乐龄生活馆”，想起他和老伴的“大照片”还是
很开心。自从 !++&年助餐点开张以来，这里可不
只是吃饭的地方，空巢老人们每天到这里见面聊
天，每天都能感受“大厨”的用心，日子因此温暖
又充实。
如今，静安寺街道的老龄化程度达到 $$-，

“乐龄生活馆”好比调度中心，一头是老人，一头
是 *!家专业服务团队。街道为有需要的老人装
上家用“一键通”，中午不去就餐点用餐了，家里
有什么急事了，拨“一键通”，专业服务很快就能
上门。汝兆坤和老伴，还有全街道 )++多位孤老，
!+++多户独居老人、空巢老人，都不用为生活琐
事发愁了，大家过日子很放心。

! ! ! !申城“(+.$”的养老格局中，$-的老人接受
机构养老，单靠公办养老机构无法完成这个任
务。目前，申城 &$#家养老机构中，民营机构已过
半数，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机构养老，已是机构
养老新方向。

不同的收入状况决定了老年人机构养老需
求的多元化，如何让高、中、低收入老人各取所
需，各得其所？“亲和源”创办 .年、“自家人”创办
#.年，都是民营养老机构，同在化解“$-的难
题”，定位不同，却也各有千秋。

社区里办养老院
再迷你也正规

#((%年，下岗女工孙保珍创办了“自家人托
老所”。#.年后，“自家人”从虹口区延伸到杨浦
区、长宁区，从一家发展到七家，入住老人从最初
的 !+位增加到 !%+多位，“自家人”已是上海低
端养老市场上的知名品牌。
“‘自家人’的口号是：别人不收的我收，别人

不要的我要。我收的老人大多没有退休金，(+"
都失能失智，如今老人的月均收费最低 #!++元，
最高 !*++ 元，远低于同类养老机构的收费水

平。”孙保珍说。
七处托老所都很袖珍。孙保珍说，#.年前“自

家人”创办之初，属于非正规就业，照规定，一般
非正规就业组织过 $年就好转成“正规”，但要办
养老机构，面积必须达到 #!*+平方米才能转正。
可“自家人”都办在社区里，见缝插针，让它长到
#!*+平方米，难！

转不成正规养老机构，就意味着无法享受政
府补贴，“自家人”的硬环境、软实力就难提升。可
也有例外，!++& 年长宁区试点财政补贴民营机
构，!++(年起“自家人”也得到这份补贴———每位
入住老人每月补贴 #++元；同时还提供租金补
贴，每半年发放一次。孙保珍说，!+#$年终于盼来
了一个好消息是———有 #+个人入住，就能办正
规养老机构，这个利好政策落地，“自家人”服务
老人更有奔头。

有!实力"以房养老
!会员卡"来实现

不同于“自家人”，“亲和源”是帮助“实力老
人”以房养老。!++%年 *月，在原南汇区康桥镇，
出现了国内第一家老年社区“亲和源”，这家民营

机构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养老方式存在多元需
求，对一些“实力老人”来说，要实现“家庭式”机
构养老，“以房养老”就是一种重要的途径。

在“亲和源”，“以房养老”通过“会员卡”来实
现。当时，一张不记名会员卡价值 *+万元，可永
久拥有公寓的居住使用权。这张卡可转让、继承，
也可进入二手市场；在国家有关物业使用政策的
期限内，持卡人可以指定他人入住公寓，但要符
合入住条件。
这种养老方式前途究竟如何？“今年，*+万元

的会员卡已经升值到 #$%万元，入住老人也从最
初的二三十位到如今全部满员，#)++多位老人大
多属中高收入群体。”亲和源老年生活形态研究
中心主任华山说，不记名会员卡受欢迎，是因为
它不但有助于从市场中获取养老红利，更不妨碍
子女继承，“一张卡，多元选择，让老人、子女、企
业实现多赢，也缓解了公办养老机构的床位压
力，会员制的‘以房养老’就这么悄然长大了。”

养老机构分三档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如今，“亲和源”.岁，“自家人”#.岁，它们是

最近 !+年来申城民营资本逐步进入养老产业的
缩影。申城 $-的老人实现机构养老，!+#*年末
本市要完成养老床位 #!,*万张，养老床位建设被
确立为市政府实事项目以来，!+#!年首次出现了
几个区县无法完成当年指标的情况。化解“$-的
难题”，民营资本如何更有效参与？市人大内务司
法委员会“关于发展老龄事业情况的调研报告”
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高、中、低端配套的养老
服务机构，满足不同层次需求；鼓励境外资本投
资养老服务业；支持和规范社区小型化养老机构
建设，满足“就近养老”需求；对租金、新增床位、
后续运营给予政策扶持，水电煤及税收给予政策
优惠。

市民政局回应：今后，政府要从直接提供服
务向“多种主体”提供服务转变，政府除了提供基
础性、保障性、示范性养老服务外，主要通过民办
公助、公建民营、购买服务，加强服务监管，鼓励
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背景

按照)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要求!&十二五' 期间! 本市新增养老床位 #$%万

张!#"!%年本市将新增养老床位 '"""张纳入市

政府实事项目" 依据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上海市养老机构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本市&十二五'期间养老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地方标准

,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 的通知*!&十二五'

目标有序推进"

! ! ! !在“(+.$”的养老格局中，(.-的老人居家养老，其中 .-

的老年人口经过评估后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他们都是经济相对困难的高龄老人，为他们服务的是
居家养老服务员。*!岁的居家养老服务员洪丽华，最多时照
料 &位老人，最小的 (!岁，最大的是申城“第一人瑞”李素
清，今年 ##&岁。洪丽华被市老年学学会评为“优秀居家养
老服务员”。
在“.-”之外，占绝大多数的“(+-”居家老人，每月有养

老金，还有子女孝敬的补贴，实际月收入 $+++元!*+++元。
这些老人一旦有需要，如何实现专业的“居家照护”？日本留
学回沪的张军，!+##年 $月创办了“福寿康”，这是沪上第一
家民企性质的专业居家照护机构。在快速老龄化的上海，无
论是洪丽华还是张军，都见证了申城居家照护的专业化走
向。

居家养老服务员#

合适纳入正规就业$

居家养老服务，可是门技术活儿，比如，照料偏瘫老人，
如果老人左手臂不能动，右手臂能动，帮老人穿衣，该先穿
左边还是右边？脱衣裳，又该什么顺序？答案是：穿衣裳，先
左后右；脱衣裳，先右后左。
“这些小窍门都是护理教科书上教的，不能动的手臂好

比衣架，不灵活，就先套上袖子，脱的时候刚好相反。”洪丽
华，学点专业知识，做事顺手多了。

洪丽华的丈夫是上海人，在取得上海户籍前，她属于外
来务工人员。“无论户籍在哪里，做居家养老服务员，关键还
是要技术过硬。”洪丽华的挎包里，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护理
教材，一本是康复教材，书里到处都是记号笔留下的各色标
记，不同色彩，只为看起来一目了然。从 !+#+年起，她花了
两年时间读透了这两本书，考出了养老护理、养老康复两个
二级资格证书，或许将来也要试试技师考试。

但像洪丽华这样的优秀服务员，不多见。目前的居家养
老服务员，能胜任的大多是烧饭、做家务。更尴尬的是，从业
人员本身的构成，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年前，居家养老
服务刚刚起步时，几乎所有养老服务员都来自“万人就业项
目”的“)+*+”群体，如今，“)+*+”距离退休年龄越来越近，外
来务工人员来充实替代，在所难免。

“但劳动报酬和待遇，很难吸引能干的居家养老服务
员。”洪丽华说，拿到二级护理证书后，居家养老服务员的小
时报酬是 #&元，低于市场上钟点工每小时 !+元/!*元的报
酬，更重要的是，“既然养老护理是国家职业大典认可的专
业岗位，我希望居家养老服务员也都受劳动法保护，不再是
非正规就业。”洪丽华说。
究竟怎么才能被纳入正规就业？或许，未来的专业化居

家养老服务员，将全部来自专业的居家照护机构，政府从专

业机构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洪丽华说，到那时候像自己这样
“自学成材”的将会是少数，居家养老服务员大多从学校照
护专业毕业，进入居家照护机构，然后由机构派往老人家。

居家医护也进医保#

高龄老人已试点

较之居家养老服务员的职业化进程，福寿康经历的居
家照护专业化进程，要快一些。目前，即使现有的 '!万张养
老机构床位全部提供给高龄老人，仍有约 %*-的高龄老人
必须留在家中养老。同时，沪上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约占沪籍
老年人口的 &,.-，约 !*万人，老年护理问题尤为突出。在沪
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年关于我国特大型城市应对人
口老龄化挑战的调研报告”表明：解决老年护理需求，已是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一环。!+''年 $月，“福寿康”成为沪
上第一家民企性质的专业居家照护机构，服务老年家庭从
最初的十几户发展到如今的 '!+++多户，不同于洪丽华照
料的 &位老人，这些老人的经济状况相对宽裕，都达到了每
月 $+++元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照护按小时收费，每小
时达到 #%+!$++元，即便中等收入老人，费用也已成为能否
接受长期照护的一道门槛。

事实上，在创业初期，价格，是“福寿康”面临的关键问
题———如果收费低了，公司就难以为继；如果收费高了，老
人们承受不起。不少基本护理项目，如果老人住院，就可以
享受医保，但如果在家里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当时还不能
由医保支付。事实上，只有让居家护理的一些基本项目也能
享受医保，才能让更多老人“付得起”。

福寿康的苦恼，得到老龄和卫生部门的关注，“高龄老
人医疗护理保障计划”推出后，今年，试点从杨浦、浦东、闵
行的一些街镇，扩大至长宁、徐汇、普陀的 #+个街镇。在试
点地区，护理对象的年龄从 %+周岁放宽至 .*周岁，根据医
疗评估，护理等级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参照家庭病床的
支付办法，“高龄老人医疗护理服务标准”所涉及的近 $+种
基础护理项目和常用临床护理项目，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
付范围的，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 %+"，其
余由个人医疗账户结余资金支付，不足部分个人自负。

如今，福寿康专业人员上门护理高龄老人，提供的服务
项目包括喂食、面部清洁、口腔护理、失禁护理等等，都可以
按照保障计划纳入医保支付。

背景

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日益严峻!老年人医疗照护需求与

医疗照护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趋凸显! 医养结合成为当

前养老服务中呼声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社会关注度最高的

问题之一! 也是本市在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加大

力度重点突破的问题之一"

助餐点 不只是吃饭的地方

机构养老 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居家照护
专业化职业化是大趋势

“体面养老”不是梦

!"#$%&'()&'*"

A6-A7
责任编辑∶王 蕾

视觉设计∶戚黎明

2015年11月22日 星期日民生调查年终特别报道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angl@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百姓故事 "

! 典型案例 "

! 民生尝试 "

! 记者手记 "

背景

近年来! 上海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程度高%

速度快%高龄化突出%纯老家庭独居老人较多

等特点" 据对本市老年人的一项抽样调查显

示!约有 #($')的老人希望帮助解决餐食!助餐

服务深受老年群体欢迎"为满足老年人助餐服

务需求!自 #""*年起!将设立社区老年人助餐

服务点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解决社区居家老

年人就餐问题!拓展助餐服务受益面!重点解

决老年人口密度大% 需求高的中心城区的独

居%高龄%生活自理有困难%低收入老年群体的

助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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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餐上门让老年人生活轻松 ! 老年人还学会了上网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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