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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职业背后，就是一种社会

需求。

昨天看到媒体报道的一篇文

章，第一次知道了“助浴师”这个职
业，也第一次知道，即使在上海这样

的国际大都市，依然有一些人，连洗
澡这样的简单愿望，都会成为奢求。

据报道，有的老人，瘫痪卧床

11年， 甚至忘记了洗澡是什么感
觉，“第一次享受助浴，身体碰到水

的那一刻，几乎全身都在颤动”。有
的老人， 会和助浴师定下约定，离

开人世的那一天，不管多晚，也要
洗最后一次澡，“清清爽爽地走”。

但遗憾的是，依然有人在凌晨时分
突然离去，老伴后来特地给助浴师

打电话：“没什么遗憾，就是最后的
澡没洗成。 ”

在助浴师眼中，购买助浴服务
的三分之一客户家庭条件都很艰

苦。“有时候一天洗 6家，一半人家
没热水”。助浴师随身带的加热泵，

烧一暖瓶水需要 5分钟，把老人家
里的锅碗瓢盆全用上， 烧满一缸

40℃左右适温的洗澡水，需要近一
个小时。

还有的老人家里，客厅、餐厅、

卧室是同一间，折叠式浴缸搬进了

家门，却没有地方落脚，搬走了餐

桌、纸箱，又搬开了床，才勉强放下
浴缸，留给助浴师站立的空间只剩

15?米，根本转不开身。

助浴一次的费用是 450?，但

很多老人一个月只有 4000?退休
工资，却愿意拿出近 2000?来，每

周洗一次澡。 悲哀的是，有老人想

花钱洗个澡，临到掏钱的时候还需
要征求子女同意，因为退休金在子

女手里，老人轻易动不得。

今年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上海

专门召开推进会，宣布了多个“民
心工程”。正如市领导所言，一座有

温度的人民城市，要“不因事烦而
畏难、不因事小而不为”。洗澡看起

来是小事，但也不只是小事。 许多
细节，让人看到的绝不仅是失能失

智老人的无奈，还有许多普通人生
活的艰辛。

每个人都会老，也都可能会遇
到意外。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

背后，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社会
群体，但却是不能遗忘的群体。 尤

其在早早步入老龄化、高龄化社会
的上海，这样的民生难题，理应被

全社会关注，通过建立制度，得到
妥善解决。

    1月 5日，在 2021长三角养

老产业协同发展研讨会上，长宁区
区长王岚介绍，“十四五”时期，长

宁将进一步深化养老事业发展，深
化“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进

一步推进养老产业发展，不断满足
多层次、多元化、高品质的养老服

务需求。

长宁区民政部门表示，新年伊
始，长宁着手新增 2家社区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3家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8家社区老年助餐场所等一

批嵌入式养老设施。持续完善“社
区综合体+家门口服务站”两个服

务层级。在科技赋能上，将对区智

慧养老大数据平台进行改版升级，

实现养老服务机构一屏查询、养老
服务信息一目了然、养老服务地图

一键直达。
1月 6日，记者来到华阳路街

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敬老院，社
工陈诚正在给老人们上益智游戏

《用数字画动物》，“7加 2，一只老

虫（上海话：老鼠）出现了，大家看
像不像！”老人们纷纷在纸上饶有

兴致地模仿。89 ?的翟林珍说：
“这里天天有活动，吃饭不用愁，条

件越来越好，我退休工资有四千多
元，使用长护险后自己再出三千多

元，还能余几百块钱。”

服务中心负责人施君洁介绍，

这个占地面积 4880平方米的服务
中心是在原来街道敬老院的基础

上改扩建而成，于去年底正式运
营，是一个集敬老院、长者照护之

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
堂、社区卫生服务站、认知症记忆

家等于一体的枢纽型机构，是目前

上海最全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涵
盖了养老行业多项服务。

在枢纽型机构的支持下，街道
以网格区域为单位，建立若干个家

门口“邻聚荟”养老服务站，设置基
本养老服务功能，并辅以特色项

目。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 杨欢）

昨天，临港新片区国家产教融合试
点核心区揭牌，《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家产教
融合试点核心区建设方案》正式发

布。这是为推进临港新片区特殊经
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建设，加快

国家产教融合试点任务落地，加强

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所推出的重磅举措。

根据《建设方案》，到 2025年，
临港新片区将基本建成具有较强

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国家产教融

合示范区；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发

展新格局；重点建设不低于 10个
高能级、高显示度的产教融合示范

工程；培育不低于 50家经认定的
产教融合重点企业；培养不低于 10

万名具有初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
级和专业技术职称的产业工人；持

续释放临港产教融合辐射效应，形

成立足临港新片区、服务上海、辐
射长三角和全国的产教融合品牌。

活动现场，一批校企合作、创

新平台合作以及政校合作项目纷

纷签约落地。上海海事大学、上海
海洋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电

力大学、上海建桥学院分别与上海
汽车、晋飞碳纤科技、蓝戈智能科

技、特斯拉以及南麟集成电路进行
校企合作项目签约，临港集团和星

月投资、新朋程签署产教融合创新

平台战略合作协议。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与华东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打造“华东师大临港教育
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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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打造“长宁样本”
万名老人床位拥有率占中心城区首位

临港国家产教融合试点核心区揭牌

    以前去餐厅吃饭，服务员会送

上菜单，现在送上的，则往往是一
句“可以扫码点餐哦”。消费者如果

要求看纸质菜单， 有时还会遇上
“我们没有纸质菜单” 的尴尬，“可

以扫码点餐”实际上成了“必须扫
码点餐”。 商家通过点餐获取用户

信息后意欲何为？老年人不会扫码

点餐该如何吃饭？ 南京市消协回
应， 消费者可以拒绝扫码点餐，餐

厅要方便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

扫码点餐方便了商家，却未必

方便消费者，还会带来困扰。 所谓
“扫码点餐”， 不是扫了码就能点，

或是要求关注商家公众号，或是要
求同意获取个人信息， 如头像、昵

称、位置信息、手机号码……本来，

消费者打开菜单就能点餐， 现在什

么还没吃到， 先授权出去一堆个人
信息，也不知道商家会派什么用场。

消费者不仅被迫成了大数据的一部
分，还要担心信息会不会泄露。

对老年人来说，扫码点餐就更

不友好了。 不仅字体和图片都更
小，不少老年人还会遇到“技术壁

垒”，不知道怎么操作。去年 1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
方案》，其中提到：在各类日常生活

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

统服务方式，充分保障在运用智能
技术方面遇到困难的老年人的基

本需求。 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更大
力度的落实。

就像移动支付一样，扫码点餐
如果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没人会

说不好， 但如果它成了唯一选择，

剥夺消费者选择其他支付方式或

点餐方式的权利，那就成了问题。

消费者的选择权和个人信息

安全， 以及老年人的就餐便利，不
应该被“必须扫码点餐”绑架。技术

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为人们提
供更多选择，而不是相反。 如果一

项技术应用只是单方面给商家带

来好处，对消费者更多是不便和困
扰，就理应得到反思。

一批产教融合项目签约落地

令人动容的“助浴”故事 潘高峰

别让“扫码点餐”绑架消费者
纪 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