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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积极老人”

平时，家属可以来探视老人，老人也可以申请走出养老院

活动；疫情期间，这一切无法实现，时间长了以后，不少老人

闷得慌，产生焦虑情绪。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同时，如何缓解老

人们的不安，院方动了不少脑筋。

阿娜西说，那段时间，即使在院内也不能组织人员聚集的

大型活动，他们的工作人员就让老人们以房间为单位在室内开

展小型游戏，比如让老人们互相抛接传递软球。有的老人，工

作人员和他一对一聊天、和他一起做手工等活动。

九峰养护院有自己的菜地和果园，阿娜西和工作人员到田

地里种菜、收菜，并让有兴趣和有行动能力的老人也参与进来；

那些不到现场的老人，也能通过图片视频看到农场的直播，开

心解闷。“对闷得实在不开心、也不愿意参加活动的老人，我

们就真诚地道歉，跟他说明疫情的形势，一般也都能得到理解。”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老人们可以在楼栋中的露台、院区里

的“口袋公园”里活动，度过完全与外界隔离的那段时期。“有

充足的活动空间，老人们的情绪还都算比较好。我们也让他们

常常与家人做视频连线，抒发思念之情。”乔毅皓说。

她介绍，福利院专门制定了疫情期间对老人的心理关怀指

南，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清楚地列出了疫情期间老人常见的负面

情绪、情绪反应表现以及应对方法。《新民周刊》记者看到，

这份指南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例如，“适当活动”列举了“散

步、手指操、唱老歌、冥想、游戏”几种方式；而“放松方法”

给出了“肌肉放松、腹式呼吸、蝴蝶拍拍”等一些建议；对于“主

动沟通”，指南上强调的秘诀是“早发现、早介入、积极主动、

真诚细心”。

“医养结合”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开设了内部

的医疗机构，这对入住老人的治疗和康复显然增添了便利。尤

其在疫情期间，外出就医面临感染的风险，内设医疗机构更是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新民周刊》记者看到：九峰养护院的医疗部门已经是一

家完整的小医院，从挂号到治疗、检验、住院，硬件和软件设

施都已完备。阿娜西说，与医保系统的连通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步工作完成后，会有更多老人愿意到这里来接受治疗和康复。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的医疗部门虽然没有检验设备，但与街

道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可以使用他们的设备，后者的医护也为

老人们上门服务。老人需要转到院外的医院治疗时，可以走福

利院和杨浦区中医医院建立的“绿色通道”，得到优先安排。

今年 100 岁的王阿婆入住杨浦区社会福利院已经 7 年了，

她的女儿告诉记者：她的母亲几天前的晚上有一点发烧，福利

院的工作人员联系她问是否要转到院外治疗，她说：“这方面

你们比我们更懂该怎么做合适，我信任你们。”接受福利院内

医疗部门的输液治疗后，王阿婆很快有了好转。

养老工作没有终点

养老机构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智能化的助力。九峰养护

院是练塘镇引进的公建民营项目，运营特色之一是“互联网 +

养老”。《新民周刊》记者看到，这里的护理员、医生、行政

管理人员都可以登录专用的手机 App，把对老人的护理情况逐

条详细地记录进去。这一切和老人的信息被纳入统一的数据库，

可以随时进行分析和监控。

智慧养老在杨浦区社会福利院则体现在一系列智能设备的

试点运用。卫生间里的防滞留设备，可以在老人不慎摔倒时报

警；“智能床垫”可以对老人的心率、呼吸和睡眠质量进行监控，

为福利院和家属提供老人的健康信息。

上海杨浦区社会福利院里老人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