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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去哪里？养老院。要是这么想，说
明你还太年轻，不了解现在老人家的需求。
深度老龄化，养老需求多元化，才是现

实。面对现实，申城积极构建15分钟社区养
老服务体系，打造原居安养幸福圈。这个幸
福圈，长啥样？“五边形”——床边、桌边、身
边、周边，手边，体面养老有保障！
今天上午，申城“养老政策和机制完善情

况”提交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五边形”养老巧心思，引人关注。
在床边，有照护。
去年，申城完成持续三十年的成片旧

改。搬了家，人户分离，养老服务还能继续
吗？能！缪妙是老西门街道辖区养老机构的
旧改志愿者，创新为老服务，有思路。
缪妙的底气，来自“家床”照护。这几

年，黄浦区以优质养老机构为支撑，排摸老
人个性化养老需求，设计专属上门照护方
案，采用双方议价、签约购买服务的市场化

运作机制，率先推出“家床”照护，老人在家
就能享受专业养老服务。截至今年，5月底，
黄浦区已有9个街道开展“家床”照护，新增
签约376户，提前实现累计签约破千目标，
服务量与稳定性名列前茅，为全市推广“家
床”提供借鉴。
在桌边，有“食”惠。
目前，申城有社区长者食堂305家、老

年助餐点1303个，覆盖城乡、类型多样、总体
可及。
今年，老年助餐的一大新闻是——“老字

号长者助餐联盟”成立，丰裕、大富贵、沧浪
亭、老人和……满足老人个性化、多样化的用
餐需求。五里桥街道先行试点的5家老字号
长者餐厅已全部运营，日均提供老年餐堂食
超800客。其中，丰裕餐饮店率先试点半年
多，门店适老化改造，很用心。门店里，爱心
小餐桌，桌子四边，各有一个把手，握住把手，
老人起身不费力。把手边上的月牙拐杖嵌进
去，稳稳靠住，够安全。此外，老人们也可以
选择光明邨统一配餐到家，12元和20元两种
标准套餐，随意选。总归，老人家们评价老字
号助餐，一个字——嗲！

在身边，有帮扶。
宜居社区，老人家如何“身边有帮扶”

呢？答案是：“分阶段”有序推进，“分梯度”实
行补贴，“分类别”满足需求。
居家无障碍，截至去年，申城已累计为

1.3万多户家庭提供了居家环境适老化改
造，今年将完成改造5000户。同时，既有公
共建筑、公园场地和街道空间，试点整体性适
老化改造，都在推进中。
伴随深度老龄化，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

设，也是刚需，为老年人提供前期资源链接、
中期细化筛查、后期干预指导的标准化、专业
化服务，也在推进中。
在周边，有布点。
目前，申城着力推进家门口养老服务站

建设，场地不大，专为社区老人提供养老“微
服务”——无论是“微助餐”“微日托”，还是
“微健康”“微社交”……出家门，步行5分钟，
享受养老服务，很便捷。

98岁的老太太沈默，爱读书。离家不远，
就是隔壁街道的老年日间活动中心，她能不
能天天来这里读书看报呢？可以！原居安
老，布点共享，社区里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要

均衡充实；点位服务集成性、功能综合性、为
老服务网络密度，都在提升。特别是，相邻街
道为老服务空间和服务项目，向周边居民开
放，跨街共享，资源利用充分，睦邻友好。
在手边，有响应。
一位老人，日子过得怎么样？看看“画

像”，就知道了。
数字赋能，以老年人信息库为基础，精准

获取60岁以上老人的基本情况、生活状况、
健康状况、享受政策等情况，形成老人“画像”
数据池，细分服务群体，精准匹配政策，也让
“手边响应”更迅捷。

2017年，“居家乐”一键通服务开启，为
辖区“人在户在”的老人提供紧急呼叫、主动
关爱、健康管理、政策咨询服务，老人居家过
日子，有了好帮手。今年，申城为老服务“一
键通”已实现高龄独居老人全覆盖，耄耋老
人，颐养天年，安全又安心。
在申城，“五边形”养老，聚焦多元需求，

盘活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均衡社区养老服务
布局，让“原居安老”成为体面养老新模式，目
标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享！

原居安老，“五边形”可以的！
姚丽萍

新民眼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大调研

家住甘泉路街道的郭先生

已至不惑之年，因为一场意外，

手脚轻度伤残。“我以前在企业

上过班，也曾自己创业。”谈及自

己的经历，郭先生说道：“疫情前

至疫情后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待

业在家，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上

学，经济压力很大。”疫情期间，

郭先生主动承担起楼组长的重

任，为社区居民无私奉献。疫情

结束后，郭先生也曾尝试找工

作，但最后没能如意。

“其实许多轻度、中度残障

人士，完全能够胜任一部分岗

位，但很多企业还是有很多顾

虑。”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像郭

先生这样负责任、善良、乐于助

人的残障人士无法上岗，我们觉

得很可惜。”

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甘泉路

街道想方设法，通过信息数字化

精准分类、点对点高效帮扶、搭

建政企校社四方合作平台等方

式，持续推进“1+4”的“15分钟公

共就业服务示范圈”建设，让他

们实现“家门口”就业。

“十五分钟公共就业示范圈

项目重点聚焦的，是社区残疾人

等就业困难群体，通过搭建政企

校社四方合作平台，探索创新残

健融合的就业创业服务模式，将

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

等‘全链条’服务融入其中，让居

民群众在家门口体验高质量的

就业服务。”街道工作人员介绍。

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

一家一户摸排调查，深入了解失

业人员的不同情况，在“幸福甘

泉智慧社区民生数字云平台”上建立失业人

员标签，细化信息模块，根据失业人员就业

意愿，有针对性地为他们寻找岗位。平台不

仅提供用工信息、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政

策咨询等服务，还有街道工作人员持续跟踪

回访，向有明确就业意愿的群体

定向推送岗位信息。与此同时，

发动各居委会全面开展就业服

务，在社区公告栏、楼组微信群等

发布招聘信息，多渠道鼓励失业

人员就业。

今年，甘泉路街道在甘泉苑

“阳光梦工坊”设立阳光就业实践

点，为就业困难群体，尤其是残疾

人提供学习烘焙的场所和实践岗

位，现在，已经有16名学员在“阳

光梦工坊”接受培训、学习技能。

那位轻度伤残的郭先生经过培训

后，也在“阳光梦工坊”的咖啡吧

上岗了。他说：“我家就在梦工坊

附近，每天通勤时间很短。街道

这个项目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

上的帮助。”

为让残障人士更好融入社

会，获得就业机会，街道根据辖

区残障人士求职意向，积极与有

多元化用人意愿的企业联系、洽

谈，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与残障

就业者三方可持续的融合就业

模式，与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英盾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和上海云集养老院等企业合

作，进行岗位开发、职业训练、融

合培训。项目初期就已培训两

人至“盒马”工作。

此外，街道还携手甘霖初级

职业技术学校，在阳光就业实践

点安排学生就业实践。根据甘

霖职校学生所学的专业，有针对

性地与相关企业沟通，为特殊学

生量身定制岗位，并以岗位技能

需求作为培训内容，帮助特殊学

生顺利就业。街道依托“社校融

合”社会实践项目，在学校积极开展就业指

导、公益讲座等就业服务活动，不断深化社

校互动，帮助特殊学生就近落实工作岗位。

通讯员 吴鑫
本报记者 江跃中

“物业管理人员在小区内不

时巡逻，居民家报修也能及时到

位了……新物业进来后，服务质

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家住

车站北路400弄星苑小区的赵龙

英见到记者，对新入驻的复欣物

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赞不绝口。

凉城新村街道凉六居民区有

三个相对独立的小小区：星苑、凉

城苑、怡城苑。三个小小区情况

各不相同，星苑小区属售后公房，

凉城苑、怡城苑是商品房小区，都

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体量

各不相同，小的1万平方米，大的

也才7万多平方米，物业费分别为

0.8元、1元、1.2元。这些年小区的

各项设施日渐破损老旧，而物业

费多年不变，维修难度日渐突出，

居民投诉也越来越多，原先的物

业企业准备抽身离去。

“其实，像这样的小小区物业

管理矛盾突出的现象，在凉城新

村并不少见。说到底还是小区体

量太小，管理成本高，物业费少，

物业管理企业积极性不高。”凉城

新村街道城市建设事务管理中心

主任李天翔告诉记者，街道有住

宅小区58个，其中小区面积低于3

万平方米的就有32个，占总量的

55%；而3万至5万平方米的小区

有10个……体量小、底子薄决定

了单一小区市场吸引力较弱，物

业管理企业散而小，无法形成规

模优势。

摸清情况，找到问题症结后，

街道和区房管局提出新思路：小

小区联合“团购”物业，先在凉六

居民区试点。

今年4月，凉六居民区三个小小区作为

一个整体，通过上海市房管局的物业管理招

投标平台，公开“团购”物业企业，这在全市

还是第一次。当时参与投标的有9家企业，

经过平台自动比对筛选，有5家企业入围竞

标。最后经专家与小区居民评议

得出综合分数，复欣物业管理发

展有限公司成为凉六居民区三个

小小区的物业管理方，使小区居

民在不增加物业费的情况下，享

受到了品牌企业的服务。

新物业5月初接手三个小小

区后，特地选派了一位有着多年

物业管理经验的复员军人、党员

刘鹏担任小区物业经理。物业派

出3名维修工，马不停蹄地修理小

区各种年久失修的设施项目，还

对小区停车秩序进行规划。

记者在星苑小区采访时，遇

到一位董老伯。他说，自己家前

段时间马桶堵了，急得团团转。

当时正值新旧物业交接，心急的

他找来了“马路边的维修工”。那

人上门看后，说要6000元，董老伯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顾不上质疑

费用太高。可高价修好的马桶，

只用了两天又塞住了。无奈之

下，董老伯找到新来的物业经

理。刘鹏立即带着物业维修人员

上门查看，经过一番修理，董老伯

只花了百来元成本费，马桶就再

也不堵了，这下董老伯安心了。

物业经理还带着董老伯找到先前

马路边的维修工，帮他要回了

3000元。董老伯说，有了物业维

修人员，今后再也不用“病急乱投

医”了。

虹口区房管局负责人表示：

通过物业联合招标，扩大体量，吸

引品牌企业参与物业管理，可以

满足业主对优质物业服务的需

求，也将促进社区高效能治理，实

现居民高品质生活。

据悉，未来虹口区将尝试打破物业管理

物理空间，在相邻小区（不在一个居委或一

个街道）实行联合管理，降低物业管理成本，

提高企业积极性。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记者 解敏

残障人士是特殊群体，他们在找工作时，会面临各种客观和主
观上的困难。如何破解残障人士就业难题，帮助残障人士多渠道
就业？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工作人员摸排走访，深入特殊群体家庭
调查，通过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多措并举，助力残障人士就近就业。

虹口区老旧小区比较多，物业管理难度较大，近期凉城新村
街道和区房管局主动跨前一步，通过联合调研，采取小小区联合
“团购”的方式选聘品牌物业企业，破解物业管理难题，提升物业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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