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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需要更多社会关注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遭遇社区居民反对!"!""" 张舒缓疗护床

位#实事项目犯难$$$为何容不下一张临终关怀

的床 #月 !#日!本报记者 孙云"

今年#$建设 !"""张舒缓疗护养老床位%再

次列入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然而#杨浦和浦东

相继有两个老年医院的建设计划遭到周围居

民强烈反对& 对于养老床位建设的争议#那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 $传统%$避讳%# 虽然理由荒

谬#确是无法回避的现状& 想让人生安宁地走

完最后一站# 还需要社会各界和所有市民的共

同努力&

星火大厦老楼电梯改造走流程! 卡在第 $$

步"设计报批%上$$$ 电梯位置在哪!居民说了

不算& #月 !%日!本报记者 姚丽萍"

如今#申城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流程约 ##步&

半年来#经历了一连串的酸甜苦辣#长宁区

长宁路 !$!$号星火大厦的 %"户居民卡在了第

%%步$设计方案报批%上& 本报记者走进星火大

厦#听居民讲述老楼装电梯的一波三折& 既为他

们努力改善生活条件的$倔劲%感动#又为职能部

门管理$热心过了头%无奈&

曹杨新村街道'夕阳圆梦%活动回收的心愿

里$$$孤独是老人最难解的心结

#月 !&日 !本报记者 邵宁 徐轶汝"

%"!&年普陀区老龄委对 %"""多位老人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情况的调查显示#近半数老

人感到孤独寂寞# 其中 '())*的老人经常感到孤

独&在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开展的$夕阳圆梦%活

动中# 已经回收的 !!#"份心愿里#%"*的需求涉

及$陪伴关爱%& 面对老人的精神需求#家庭'政

府'社会该如何应对(

广济养老院 '次濒临关门又 '次被"救%下!

遭遇政策(资源问题引发思考)**民营养老机构

如何走出生存困境

#月 $(日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次濒临关门#又 +次被$救%下#虹口区广济

养老院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这家专门接收失智

失能老人的民营养老机构#+次$死而复生%的遭

遇#足以看出上海民营养老机构的生存困境& 社

科院相关专家建议#通过出台市级层面的补助措

施#平衡养老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对民营养老

机构给予充分的支持&

异地养老+养老地产(以房养老!都有些,水

土不服%*** 新型养老方式离普通人有点远

#月 $)日 !本报记者 孙云-

我国现有的一些主打养老牌的地产项目中#

是在原有地产项目无法成功脱手时#才迫不得已

转型改做养老社区#以投资为主要目的中青年人

却成为养老房产购买主力&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结合#是适应我国多

数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 也应成为政府部门'

企业'社会组织的着力点&

*** 法律援助

! ! ! !在全市街道中老年人口占比最高的闸
北区共和新路街道，一项名为“银发盾牌”
的市创投项目实施一年来，对 !"# 个法律
问题进行跟踪，开展各类普法讲座，受益
居民近万人，为老年人维权撑起法律援助
的“保护伞”。

案例.+个女儿分割九旬父亲房产

援助.法律指导还一家人和睦

“银发盾牌”老年维权平台，由共和新
路街道老年协会承担，动员社区司法资
源，依托市第二中级法院、市检察院二分
院、闸北区法院、街道司法所以及各大律
师事务所、心理咨询事务所等司法专业力
量携手共筑。
“法律咨询流动驿站”维权平台，主要对

社区内的老年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其解
决法律难题。“法律咨询流动驿站”每周一次
进入小区，居民向法律专业人员询问自己关
心的话题，专业人员为老年人进行解答和指
点。一年里，共举办了 !$%场咨询，为 %%&人
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岁高龄的杨老伯有 (个女儿，她们
都不在父亲身边，在分割父母居住房屋财产
时，大家发生矛盾纠纷。“法律咨询流动驿
站”的法官和律师进社区后，接待了杨老伯
和他的家人，就房产分割等问题进行法律指
导和建议，经过几次交流，问题终于得到了
满意的解决，一家人恢复了原先的和睦。老
人感激地说：“‘流动驿站’帮助我们解决了
困扰多年的烦心事！”

案例.独居老人想瞒着子女写份遗书

援助.上门服务了却老人心事

另一个维权平台是“重点服务———牵
手帮扶个案”，直接服务对象包括家庭困难
的和年龄在 )*岁以上的老人。法律专家和
社区志愿者在服务对象有需求的时候，进
行遗嘱撰写、调解以及跟踪回访服务。
家住洛川中路的钱阿婆是一名 )&岁的

独居老人。老爱人今年初去世后，钱阿婆想
做一份遗书，但又不想让不在身边的子女们
知道。谈家宅居委会干部戚雅玲通过“银发

盾牌”工作人员，把老人的愿望反映给“重点
服务———牵手帮扶个案”。法律工作者立即
启动服务程序，为老人代书了遗嘱，老人在
遗嘱上签字。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并进
行了录像。不仅手续简便，还不用老人花一
分钱，老人很感动。

案例.亲家母要收回儿子媳妇房子

援助.支持小组听老人说烦恼

在共和新路社区，一些因家庭矛盾等原
因产生心理压力或情绪不稳定的老年人，还
有一个属于他们的专门载体———“播撒阳光”
老年人支持小组。项目组织大家在一起诉说
烦恼，调节心情，相互支持，法律专业的志愿
者团队与专业社工合作，为服务对象提供建
议与支持。活动以支持小组的形式开展，分为
$组，每组 !%人，单双月轮流开展。活动主题
包括：让我认识你、说出你的故事、有我懂你、
朋友齐帮忙、敞开心扉、珍重远行。
王阿婆的老伴去世后，感到很孤独，无

人可以说说话。最近她碰到一桩烦恼。亲家母
说要将儿子媳妇小两口现在居住的房子收
回。参加“播撒阳光”活动后，王阿婆的心情舒
畅了许多，在区法院法官的帮助下，和亲家母
的房产纠纷也得到了妥善处理。共和新路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徐礼根介绍说，这项活动不
仅缓解了大家内心的烦恼和忧愁，也建立了
朋辈间的支持网络，促进矛盾的解决。

案例.老人,偏心#怕子女反对

援助.志愿者,出谋划策#解难题

共和新路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科长王正
明说起“银发盾牌”的志愿者，赞不绝口。他
们中有法官、检察官、司法干部、律师等专
业人士，也有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许多志愿者都利用业余时间，不计报
酬，热情为老年人服务。一位高龄老人，想把
一套房子的份额，多分点给他的重残无业儿
子，又怕其他几个子女反对，一直为此事发
愁。志愿者来到老人身边，帮他“出谋划策”，
运用市里免费为 )*岁以上老人免费做公证
的途径，为老人解决这个难题。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银发盾牌"撑起
老人维权!保护伞"

共和新路街道搭建法律援助平台受益居民近万人
! ! ! !申城“'*+(”的养老格局中，只有
(!的老人在机构养老，其余 '+!的老人
都在社区居家养老，其中 +!的困难老
人养老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的非困
难老人则由家庭养老。

%月 $)日在沪闭幕的 $*!"年中国
国际老龄产业高峰论坛上，面对深度老
龄化，如何用专业服务适应发展需求，也
是热门话题。荣获首批“全国敬老文明
号”的青松康复照护机构落户申城 $年，
照护 (万多申城老人，年轻的“松仁”如
何实践居家照护专业化？

康复!周出现,奇迹#

下午 %时，$%岁的孙慧环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从张老太家走出来，一路上，
她都忍不住要笑。做了 !年居家康复护
理师，%月里的这一天成了她从业以来
最开心的一天。

为啥？+*岁的张老太中风 &次，卧
床 %年，肌肉无力，根本不能坐起来，可
是，过去三周不间断的康复训练，“奇迹”
出现了———昨天，张老太竟然能坐起来
!*秒钟了！老太太一家都乐坏了，孙慧
环更乐，对一个居家康复护理师来说，这
样的“奇迹”就是对她专业能力的最大褒
奖。
从外地医学院的护理专业毕业后不

久，孙慧环就到上海，加入“青松”，跟众
多有着相似专业背景的同仁一样，成为
一颗“松仁”。“松仁”们都有护理、康复职
业资格，有的甚至曾是执业医师，只不
过，他们的岗位是在老人家里，像钟点工
一样上门为老人服务。
目前，“青松”在上海有 (**多位“松

仁”。他们用专业的服务，让卧床不起的、
行动不便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一步
步实现“功能恢复”。孙慧环在“青松”得
到的专业训练是：假如老人要梳头，手臂
不听使唤，居家康复护理师不能直接拿
起梳子替老人梳头，而是把梳子放在老
人手里，帮老人举起手臂慢慢完成梳头
的动作———科学照护，要做的正是“功能
恢复”，而不是“功能替代”。孙慧环遇到
的张老太已经六度中风，%年没有坐起
来过。怎么办？“开始只是为老人做口腔
护理，老人觉得舒服，就不排斥康复训
练，我们每天练习坐起来的动作，整整 (

周，终于，她能坐起来 !*秒钟了！”

,见病#更要,见人#

傅骏医生轻轻抬起“老爷爷”的手
臂，问“老爷爷”能不能握拳。年轻的“松
仁”们在一旁观摩，一一记下傅骏医生的
问诊过程……“老爷爷”其实是模型，资
深“松仁”为年轻同仁上案例讨论课，是
“青松”的管理流程之一。

做了 $*年职业医师，培训年轻“松
仁”，也是傅骏医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他
反复强调，“松仁”上门提供专业康复护
理，要“见病”更要“见人”。一位病人患有
高血压，轻微脑出血治疗后出院回家，请
“松仁”做居家康复护理评估。傅骏医生
上门，“我发现他坐着气喘，但病人说他
没有心脏病。我觉得不对劲，马上去医院
看急诊。”傅骏说，原来是心肌梗塞！幸亏
评估发现早。
“病人脑出血要止血，用药后血黏度

增加，若有基础疾病，可能会引起心肌梗
塞。居家照护需要专业的多元思维方法，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存，生理、心理都需照
护。”“松仁”们的工作流程是，每天上门
照护前，“青松”系统发来老人的评估报
告，当天的照护案例再通过系统发回。
每周，“松仁”都有小组案例探讨；每月，
全体“松仁”要通过视频进行月度照护
研讨。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专家观点

居家照护人员
要提高专业能力

今年，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显示，本市将实施家庭照料者培训
项目，依托专业的医疗机构、社区内养老
机构、助老服务社等专业社会组织，为照
料老人的家庭成员或家政人员提供培
训，提高专业照护能力。

市老年学学会秘书长孙鹏镖长期关
注老年居家照护，$*!( 年 !! 月 ! 日至
$*!"年 "月 (*日，“青松”参与的一项
老龄科研课题共计完成有效评估、正式
入组老年人数为 %$)人，对照组共计完
成有效评估、正式入组老年人数为 %")

人。经过第一阶段连续医疗照护模式运
行，干预组服务效果初步统计显示：生命
体征平稳占干预组总体人群比例为
'+,#-；疾病症状改善占 %%,(-；生活自
理能力改善占 (',&-。
住院率及花费改善情况显示：正常

使用居家照护康复服务的老人总体住院
率由去年同期的 &!,+-降低到今年干预
阶段的 (),(-。其中住院 $次及以上的
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

居家康复护理师像钟点工一样上门为老人服务!!!

老太卧床#年终于坐起来了
! ! ! !住了 (*多年后，家住徐汇区
湖南街道淮海中路 !$+*弄 $"号
的张瑛老人终于可以用上“想开
热水就热水，想开冷水就冷水”的
热水器。这位 '$岁的老人是徐汇
区旧住宅“适老”改造的受益者之
一，到目前为止，该区已有 $!*户
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免费享受到
这项惠民举措。
昨天下午，记者走进张瑛老

人一居室的家。老伴 !*多年前去
世后，没有子女的张瑛独自一人
生活。厨房间里煤气灶、脱排油烟
机都是新装的，白色大理石的灶
台，灶台下是米色橱柜，简易实
用，米黄色的防滑地砖清新淡雅；
卫生间装上了崭新的淋浴设备、
洗手盆和马桶，顶上是白色吸顶
灯，四周贴着雪白的瓷砖。“在这
房子里住了 (*多年，过去没有热
水器和淋浴设备，每次洗澡要烧
%个热水瓶的热水，再把水倒入
大浴盆内。”张阿婆说自己养老金
不高，年纪又大了，根本没能力装
修。“这次能免费改造居室，真是
做梦也想不到！”
“适老”住房改造项目是一项

市政府实事项目。为切实帮助徐
汇区困难老人家庭改善居住条件
和生活质量，该区自前年开始就
启动为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
居室改造服务，到目前已有 $!*

户家庭受惠。区民政局相关部门
介绍，改造工程由社会组织具体
运作，从前期排摸确定受助对象、
家庭情况公示，到设计方案、组织
施工、回访验收各环节有序推进。
审价公司也提前介入，从项目的
预算开始，全程对项目监控。

按照“以人为本”、安全适用

的改造原则，徐汇区民政部门和
施工部门设计了“".!”的改造内
容，“"”就是水、电、煤、安全的 "

个项目改造，为必做项目，“!”就
是整洁性项目改造，为选做项目。
在这个范围内，老人缺什么做什
么、少什么补什么、哪里有隐患就
改造到哪里，在有限的预算内选
择最适合、最迫切的需求进行改
造。改造过程中，施工单位还结合
老年人行为习惯、身体状况、心理
特点等进行个性设计，有些老年
人身体状况不适应迁出改造的，
则实施局部改造，以安装扶手、更
换老化管道管线、平整易绊脚的
地面为主。“比如张瑛老人怕油漆
味道对身体不利，不愿意粉刷墙
壁。我们尊重她的选择，更换存在
安全隐患的老化电线。”湖南街道
老龄干部说。
工程中的小细节也体现了为

老服务的真情。比如选择环保暖
色的墙地砖，给孤寡老人带来心
灵温暖；改造后的洁具厨具尽可
能维持原位，不改变老人的使用
习惯；施工期间，街道居委主动提
供日托、助餐等服务，同时发动邻
里互助，暂借休息场地，多渠道帮
助老人安稳过渡，)*岁以上老人
施工前做好心理疏导和健康评
估，'*岁以上的专门制定意外发
生时的应急预案。

据了解，今年的“适老”项目
改造即将启动，徐汇区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通过久
久关爱热线 '&$)'' 对已改造的
房子提供检修维护服务，对每个
受助家庭进行电话回访，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本报记者 袁玮

! ! ! !老房子住了!"多年终于想用热
水就有热水"张阿婆说做梦也想不到

*** 居住改善

旧宅!适老"改造
让困难老人住适宜*** 居家护理

,深度老龄化上海如何应对#专题报道回放 ,,,

! ! ! ! #月中旬迄今!本报,深度老龄化上海如何应对#专

题报道推出多篇报道!全面剖析深度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和机遇/ 报道引发强烈社会反响!#月 !%日的报道0电

梯位置在哪!居民说了不算& 1刊出后!长宁区规划局负

责人即到星火大厦实地查看!召集区相关部门与业主商

议设计方案!推动加装电梯工程向前走2 我们将继续关

注'养老#话题!并热诚希望读者朋友积极支持2

社会合力创新举措应对!深度 老龄化"

2014年5月30日 星期五 本版责任编辑∶任湘怡 本版视觉∶戚黎明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8-9深度老龄化 上海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