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

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
旁打盹，回忆青春……”暮年是生

命的必经过程， 但老龄也可以千
姿百态。

事实上，数百万 60岁以上的
上海人， 正在享受着他们的 “乐

龄”。 你看，非节假日国内国外旅

游的，大多是老人；在户外健身、

跳舞、 一展歌喉的， 银发一族居

多；新开大卖场，率先尝鲜的是老
人；微信、网购、刷抖音，他们毫不

落伍。 越来越多的老人正在尽己
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支援新疆

的银龄行动，每次报名都爆满；社
区活动，他们热情高涨，不少志愿

者年过七旬……

幸福的晚年生活， 是由多重

因素决定的。 老有所养、 老有所
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它们关乎一个生命的生理
需求和精神诉求，政府、社会、家

庭各有其责任，缺一不可。在各方
支持下， 上海的老人堪称积极老

龄化的典范。

上海，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长

寿之城”。 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百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2657人。根

据长寿地区的代表性指标———每
10 万人中有百岁及以上老年人

超过 7人， 上海 2010年就达标，

2018年这项指标已达 17.2人。

让我们城市的寿星更多、老年

人的笑容更多，同时，也让老龄化背
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不竭生

机和活力，这是上海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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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截至去年底，户籍老年人口已达

503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4.4%，也就是说，三
分之一的户籍人口是银发族，其中 80岁以上的

高龄老人超过 81万人。尽管养老床位不断增加，
但 90%以上的上海老人还是在自己家中、在熟

悉的社区安度晚年。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障不断
完善，养老服务的提供也更为精准，加上医疗条

件不断提高、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居家养老

变得越来越便利。开心享受每一天，正成为许多
老人的日常。

日前，记者来到杨浦区殷行街道，探寻上海
老人的“幸福密码”。

“60+”照顾“80+”

多亏有了长护险
赭黄色的外墙、干净平整的地面、绿树掩映

的健身道、簇新的休闲亭⋯⋯位于杨浦区的市光

四村三小区建成于 1992年，是典型的老公房小区，
虽不高档，但宁静宜居。87岁的朱德芳老人自

1994年从黄浦区搬来，在这里已经住了 25年。
朱老伯的家舒适温馨，64平方米的两室一

厅巧妙装修成三室，三代人各得其所，还留出一
个可以吃饭的过道厅。

记者眼前的朱老伯衣着整洁，一头银发，脸

色红润。“现在，每天有护理员来家里照顾我；女
儿不在家，也有老年餐送上门。最近我们这栋楼

还装上了电梯，天天可以上上下下。还有，养老金
每年都增加。这日子，越过越开心！”他掰着手指

说起这一年多来生活中的变化，脸上满是笑容。
朱德芳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退休干部，也是

一位“老克勒”，对生活质量十分讲究。以前身体
好的时候，他经常组织小区里的居民、老同事一

起去周边城市旅游；他喜欢摄影，爱好读书、写作，
整理了好几本“回忆录”。这几年，身体没有以前

硬朗了，因为腰不好，他经常卧床，出行只能坐轮
椅，平时生活全靠大女儿朱岚照顾。而朱岚也已

年过六旬，长年照顾老父亲，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交谈间，门铃响了。一位身穿红色工作服的

护理员走了进来。她是来自杨浦区优康护理站的

护理员凤金芳。“朱伯伯，今天身体怎么样？来，给
你擦擦身吧。”凤金芳熟练地为老人做生活护理，

还帮忙康复锻炼。
原来，去年初长期护理保险在上海全面推

开，朱德芳向街道提出申请，经过统一照护需求

评估后被评为 6级，可以享受每天 1小时的照护

服务，包括洗澡、擦身、洗衣、康复等。

“我是‘60+’照顾‘80+’，现在还可以，今后
怎么办？幸好有了长护险。”朱岚说，小凤阿姨来

了之后，自己轻松了很多。护理员经过专业培训，
护理老人很有经验。比如，有一次父亲摔在地上，

她一个人拉不动，但护理员就可以把老人扶起
来。

根据现有政策，长护险标准为 65元/小时，
老人只需支付 6.5元，其余 90%由医保基金统筹

支付。所以，朱老伯享受每周 7小时（每天 1小
时）的照护服务，每月自己只需花约 200元。由于

得到了专业照护，朱老伯的身体渐渐好起来，现
在不仅可以站起来，还能甩掉拐杖走上几步。

居民楼里装电梯
“悬空老人”不再愁

“外公，走，我推你下去走走。”下午，外孙女
推着朱老伯出了家门，按下门口电梯的按钮，把

轮椅推进电梯，一会儿就从 4楼到了 1楼。电梯
设计得很漂亮，“外壳”用了很多玻璃，有点像观

光电梯，而且平层入户，特别方便。“以前下不了
楼。”朱德芳告诉记者，因为腿脚不便，他曾几个

月下不了楼，是不折不扣的“悬空老人”。

7号楼里老人多，都爬不动楼，大家早就想
装电梯了，但以前加装电梯手续实在太繁琐。去

年，看到所在的殷行街道也有了成功加装电梯的
例子，居民受到鼓舞，开始筹划这件事，朱老伯积

极响应。装电梯的费用需要大家分摊，他爽快出
了自己的一份。区里、街道全力支持，帮他们解决

了许多困难。今年 9月 26日，7号楼举行电梯竣
工仪式。“现在，阿拉这幢楼没有‘悬空老人’了。”

朱老伯高兴地说。市光四村三居委党总支书记盛
娟告诉记者，7号楼成功装上电梯，产生了示范

效应，隔壁 8号楼已经提交申请，正在走流程，另
外 5号楼也在筹备中。

“老朱，来亭子里坐一歇！”“朱伯伯，今朝气
色老好的。”小区花园的休闲亭里，几位老邻居见

到朱德芳，热情地招呼着。
这个长方形的休闲亭刚刚改建好，有七八十

平方米，木质顶棚和栏杆十分结实，新漆的暗红
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椅子也是新的。几位老伯

围着小方桌下棋，旁边放着保温杯，几位阿姨则
边织毛衣边聊家常。

盛娟告诉记者，这个亭子是小区建成时就有

的，小区老人多，在这里下下棋、打打牌、聊聊天，
就不寂寞了。天气好的时候，亭子里能有五六十

个人，堪称小区居民身边的“老年活动室”。不过，
时间久了，亭子和亭子里的椅子都破损了。最近，

居委会向街道提出申请，街道用党建服务群众专
项经费，对亭子做了改建。“新亭子很漂亮，遮风

挡雨，椅子舒服，阿拉喜欢。”一位老人说。

在小区里兜了几圈后，朱德芳被外孙女推着
回家了。“朱伯伯福气好，小辈孝顺！”邻居们还说

出了一个老人的“幸福密码”。的确，朱老伯的其他
儿女也经常来看他，每次来，一大家子就会到周

边饭店小聚。小女儿还会接父亲和姐姐去浦东的
家里住上一阵子，今年 4月还带他去锦溪小镇旅

游。外孙女也很关心他，老人睡觉时要开灯，于是，
她总是等外公入睡后，再轻手轻脚地把灯关上。

环境熟悉又便利
晚年生活乐悠悠

朱德芳是殷行街道 6.09万名 60岁以上老
人中的一位。殷行街道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街

道，户籍人口 13.64万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
总人口的 44.6%。街道服务办副主任季君告诉记

者，街道有养老机构 13家，养老床位 2040张，还
有 2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50个社区老年

活动室。针对老年人需求最大的助餐，街道开设

了 9个老年人助餐服务点，每天为 950位老人提
供助餐。而整个街道，像朱德芳这样居家享受长

护险护理的老人有 6200多人，加上在养老院享
受长护险的，共达 8200多人。

殷行街道也是上海数百个街镇的缩影。为了
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里过好每一天，上海的基层

社区工作者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就拿盛娟来说，

她所在的居委总共有 1283户、2800个居民，光
老人就超过 1000位。居委会为老服务方面的工

作包括：为 60岁以上老人提供长护险咨询；接受
老人助餐订餐；平时带志愿者上门问候老人，帮

老人检查用电用气；重阳节发重阳糕，端午节包
粽子；出借轮椅；甚至还在每户独居老人和纯老

家庭的门上贴上一张配有图案的“出门口诀”：钥
匙带好了吗？电器都关好了吗？水龙头关好了没

有？煤气阀门关好了吗？
告别朱老伯，走在小区里，秋日的阳光暖洋

洋，空气里有丝丝晚桂的香气⋯⋯在这个上海普
普通通的老小区里，朱

德芳三代人的笑颜、邻

居们聊不完的家常话，
不正是“岁月静好”四

个字的真实写照吗？

本报记者 邵宁 鲁哲

事无巨细有人管 居家养老不操心

加装电梯：省力
失智照护：省心
老有所为：开心

如何破解老龄社会
痛点·难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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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邵 宁

扫
二
维
码
看
视
频

■

虹
口
区
三
叶
草
弦
乐
团
在
演
出

■

居
民
楼
加
装
了
电
梯
，朱
老
伯
下
楼
不
再

困
难

首
席
记
者

刘
歆

摄

■

护
理
员
凤
金
芳
上
门
为
老
人
做
生
活
护
理

首
席
记
者

刘
歆

摄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近年

来，上海全力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养老床位
年年增长，日托、助餐等覆盖面不断扩大，更多健

康、文化服务进入社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又出现一系列新问题。一年

来，上海多方资源和力量集聚，一个又一个像老房
加梯这样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正在攻克中。

老房加梯
突破瓶颈搭上“高铁”

2015年全年，上海成功加装上电梯的老房只有

1栋，2016年也是个位数。 随后速度逐步加快，截至
2018年底， 上海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立项共 298台、

竣工 61台。 而记者从市房屋修建协会了解到的最
新数据是：截至今年 10月，本市完成加装电梯计划

立项的房屋达 871幢，其中已竣工 186台，目前正
在施工的有 177台， 另外还有 31幢多层房屋结合

成套改造等方式让居民住进了电梯房。 今年以来，

加梯数量达到过去几年总和的两倍。 这一推进速
度，仿佛搭上了“高铁”。

更令人惊喜的是，加装电梯项目由单一门幢逐

步走向规模化加装，向常态化发展。这其中，有审批
流程简化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市、区有关部门和

各街道、镇主动作为，针对瓶颈逐个击破。
上个月，长宁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上海首个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综合窗口”，业主可以在这里
“一门式”办理加梯申报及各项审批业务。虹口区江

湾镇街道、长宁区周家桥街道、普陀区长征镇等都
成立了“电梯办（工作室）”，或由街道干部坐镇，或

委托社会组织操办，不仅为居民解疑释惑，还联系

政府部门召开协调会，甚至在审批时“上门服务”。

而在远离中心城区的崇明岛，一年来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从无到有，遍地开花。截至上月，崇明加装

电梯立项数 116台、正在施工 74台（以上均包括 36

台商品房改建），竣工 8台。崇明区提出“愿改皆改、

应改尽改、可改速改”的工作原则，通过优化行政审
批程序，发挥基层党建引领，引进建管一体化公司，

成立一条龙服务工作室，资金多元筹措机制，完善

监管措施和制订管线搬迁指导意见等，有效减轻居
民负担，提高了加装工作成效。

认知症
爱的记忆共同守护

“我不认识你”“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一
段段消失的记忆， 抹去的不仅是老人脸上的笑容，

更给每个家庭成员带来了遗憾和伤痛。 据国际上相
关研究， 认知症患者在 60岁以上人群中比例约为

7%，越是高龄比例越高。

爱的记忆需要共同守护。时下，上海正积极推

进建设“认知症老年照护体系”，今年再度将“改建
1000张认知症照护床位”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如

徐家汇街道龙吴路养老院，集日间照料、长期住养
和综合助餐等服务为一体，专注于为认知症和失能

老人提供专业性服务。普陀区长寿路街道邻里分中
心专门辟出失智老人日间照护中心，每天都有一群

老人到此“准时打卡”。除了常规的日间照料、营养
膳食等日托服务，还有“记忆小屋”“大脑加油站”，

采用认知疗法、园艺疗法、回想疗法等，为轻、中度
认知障碍老人提供健康干预、康复训练、心理慰藉。

今年 9月，“上海市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试

点”启动，10个区的 28个街镇被列为首批试点单

位，普陀区长寿路街道也是其中之一。长宁区对约
2.4万名老人采用 AD8和 MOCA双量表精准筛查，

并出台本市第一份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标准》。

老年大学
建“家门口的好学校”

38把小提琴、4把大提琴、一把低音提琴，乐手
大多两鬓飞霜，但演奏起《我和我的祖国》依然激情

澎湃。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这个“藏”在社区的三叶
草弦乐团，全部由业余乐手组成，团员平均年龄 66

岁。 这群音乐爱好者先是在居委会活动室拉琴，后
来得到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的支持，团员们每周六排

练，除了以琴会友，经常开展公益演出。

对 70岁的指挥兼小提琴手傅克明来说，最难

忘的事是去年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了他们的
演出，还和在场的每位成员握了手。对大家说的“你

们开心就好”这句暖心话，大家一直记在心头。
如何激发老人的价值感，实现老有所为？这一

点，过去在为老服务中容易被忽略。如今，各级政府
都更多地关注到了老年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为

他们提供更多展现能力和才华的平台。
针对优秀老年大学“一座难求”问题，上海以

“老年人学习场所倍增计划”为重点加大供给，把
“就近、便捷、快乐”这一原则放在首位。如今，全市

构建起老年教育四级办学网络，包括 4所市级老年
大学、9所高校老年大学、22所区老年大学、222所

街镇老年学校、5139个居村委办学点⋯⋯一批“名
家坊”“乐龄讲堂”、睦邻学习点、网络学习圈，成为

老年人“家门口的好学校”。 本报记者 邵宁

87岁朱德芳：“集齐”好事，晚年生活更惬意了！小
旧
远

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