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社
区
版 P 特别关注02

一版责编：范献丰
本版编辑：傅佩文

图/TP

超大城市上海的老龄

化程度超过 36%，如何让

更多的老年人老有所养 、

安度晚年， 一直以来都是

备受关注的民生课题。 为

了缓解城市养老机构床位

供应不足，平衡利用家庭、

社区设施资源、房屋资源，

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有效结合， 上海市

于 2020 年试点推出了“家

庭照护床位” 养老服务模

式， 将养老机构床位 “搬

进”老人家中，让老人在家

也可以享受机构的专业照

顾护理服务。

试 点 工 作 开 展 两 年

来 ，随着居家养老服务的

普及 ，越来越多的老年居

民开始选择就近的养老

机构所提供的居家养老

服务。

记者 颜静燕 综合整理

正在中心城区试点的“家庭照护床位”以街镇为基本单元，结

合老年人口发展和分布密度，按照“15分钟服务圈”规划布局。 通

过打造社区养老综合体和若干个家门口服务站点，形成两级服务

供给，最终实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服务可及，并以老年人持

续照护需求为核心提供“近家”“进家”的服务内容。

于市面上钟点工、 保姆提供的服务不同，“家庭照护床位”的

核心在于提供专业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以确保服务及时响应和

服务可及。 而区别于养老机构提供的相对统一的服务，设在家中

的“家庭照护床位”可以根据每个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个性化制定

照护方案，提供精准服务。

现阶段已开展的“家庭照护床位”试点顺应了养老行业各方

需求。 从需求端来说，这些老人都对设在家中的专业照护床位呼

声很高。 部分老人因经济原因支付不起养老机构全部费用；部分

老人日常生活起居已由家人或保姆承担，只需要养老机构提供部

分专业照护、康复服务，而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机构床位。 从供给

端来看，养老服务机构对提供“家庭照护床位”养老服务的意愿较

强，尤其是民办养老服务机构，不少在养老服务行业深耕多年的

品牌养老机构加入试点的积极性十分高。

“现在有专业的人员来照顾我和老伴，真的方便额，小辈

们也放心了。 ”看到护理人员给身患帕金森综合征的老伴做

康复护理，并悉心地照料老两口的生活起居，家住黄浦区龙

门村已 90岁高龄的张老伯倍感宽慰地说。

作为上海市首批试点“家庭照护床位”的黄浦区老西门

街道和五里桥街道， 依托专业养老机构提供的居家养老服

务，越来越多的老城区居民在家里开启了“定制化”居家养

老。 截至去年年底，两个街道每个月接受“定制”服务的老人

户数均已超过了 100户。

“因为脚趾外翻，我最近走路不方便，老伴患有比较严重

的帕金森综合征，四肢抖动得厉害。 ”张老伯告诉记者，经过

“快乐之家”养老机构人员上门评定后，他和老伴获得了定制

化的“家庭照护床位”24 小时陪伴“服务包”，含有康复照护、

生活照料、陪伴疏导，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子

女不放心的问题。 尤其是体验了“家庭照护床位”的健康小秘

书功能后，退休前曾是主任医师的张老伯感慨地说，“能在家

里得到专业的健康照护，真是没想到！ ”

家住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龙华居委的林阿婆今年 92 岁，

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日常生活由儿子儿媳照顾，但儿子

儿媳现在年龄也已超过了 70 岁，儿媳还患有慢性病，照顾两

位病人的重担全部压在儿子归老伯身上，这让他着实有些力

不从心。 今年在购买“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包后，老母亲睡上

了更为安全、舒适的电动护理床，母亲和妻子日常都有了专

业医护人员的照护，同时，照护服务还从家中延伸到了室外，

护理人员会帮着代配药、陪就医等，这让归老伯直呼“真是方

便多了，生活压力小了许多”。

家住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的何老伯和束阿姨，也

定制了附近一家养老机构提供的“家庭照护床位”服务———

可享受一位护士和三位护理员轮流上门提供专业照护服

务，机构还为他们安装了包括睡眠检测仪、紧急呼叫装置

等一系列智能设备。

这家养老机构的“家庭照护床位”运营负责人缪婷婷表

示，通过老两口床上安装的睡眠监测仪，机构能从后台了

解到老人每日的睡眠状况，次日再由护理员上门，对老人

作疾病的预防和评估。“有紧急情况的话， 我们会派人 15

分钟之内立马上门。 ”

“家庭照护床位” 按照

“15 分钟服务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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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开展的“家庭照护床位”试点，旨在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新

模式，使社区老年人家中床位具备“类机构”照护功能。

家住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的堵阿姨今年 74 岁，虽然在社区老

年人的群体中还算是个“小老人”， 但由于近年来肺部和关节

先后动过手术， 独自生活的她逐渐感觉“吃力”， 诸如洗澡困

难、关节僵硬等情况时刻影响着她晚年的生活质量。 由于堵阿

姨的自理能力尚可，所以并没有被纳入到“长护险”的保障范

围内。 去年，漕河泾街道试点推出了家庭照护床位，通过 7 大

项近 80 种项目的勾选， 为需要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

“精准画像”，真正让老年群体能够老有所养，提高了他们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

记者从漕河泾街道了解到，堵阿姨目前享受的居家养老服务

是街道为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本市养老服务供给， 深化完善上海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促进机构、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发

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的新尝试。

据统计， 漕河泾街道目前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到街道总人口

33.1% ，60-70 岁老年人占到 19.9% ，70-80 岁老年人占到

9.9%，80岁以上占到 3.3%，百岁老人有 21人。 此次试点人群主

要针对街道辖区内特定人群开展。如符合“长护险”居家照护条件，

但仅靠“长护险”居家服务项目无法满足老年人全部养老需求的老

年人家庭；家庭成员无法承担老年人家庭照护的任务，根据老年人

身体状况应入住养老机构， 但因观念或养老机构床位紧缺等各种

主客观原因无法入住养老机构，且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老年人家庭；

以及家庭收入困难、低保、支内回沪、低收入人群。

居委会将有照护需求的老人通过街道上报给“申养养老服务

机构”，随后机构派出由营养师、护士、康复师、全科医生、社工、

护理员等组成的专项团队， 上门为老人进行评估及入户服务。

评估内容包括了行为能力、心理状态等。 在评估完成后，评估师

会给予老人服务项目的建议，老人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勾选需

要的项目以及服务的时间。 从目前统计情况来看，除了个人照

护服务外，选择居家照料服务中的打扫、烧饭以及社工介入服

务中的心理疏导等项目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漕河泾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试点的开展，他们还将

探索“家庭照护床位”市场的商业化运营模式，探索以“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为原则、以社区养老机构布点为依托，与现有的

养老服务站点、助餐点、居家上门等资源紧密集合，将养老机构

各类专业服务输送至老年人家庭、老年人身边和床边，成为完

善“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C 接受“定制服务”老人真不少

2022年3月16日~22日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精

准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