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老化改造给老人吃了定心丸
徐汇区湖南街道“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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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互联网应

用的最大需求是什么？

哪些应用更需要别人的

协助才能完成？有些应

用有适老化版本，他们

知道吗？截至2021年

底，上海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达542.22万，占

总户籍人口的36.3%。

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

沟”、享受智能化服务带

来的便利，一直是政府

部门大力推进的项目。

重阳节前夕，本市

发布《老年人使用互联

网应用现状调查报

告》。调查显示，大字

体、语音播报和信息醒

目，是老年人的前三大

需求。

此次社会公益调查

由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

中心组织开展。调查针

对60周岁以上的本市

常住人口，共回收有效

样本量2006份，男女比

例基本为1:1。调查发

现，91.8%的老年人拥

有手机，其中88.1%的

人拥有智能手机。而

4.7%的老年人不使用

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

等互联网终端设备，郊区老年人不使用

的比例高于市区。

在拥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中，

32.4%认为自己熟练掌握，不需要他人

协助；52.8%表示自己能基本掌握，偶尔

需要协助。女性老年人的掌握程度高于

男性。移动支付（76.2%），社交聊天

（65.9%）和分享文字、图片、视频

（58.5%）是其使用最多的功能。老年人

对“互联网应用给生活带来了便利”的认

同度较高，对“互联网应用是安全、可靠

的”认同度较低。

调查发现，老年人对互联网应用最

大的需求是大字体（72.5%），语音播报

（47.2%）和信息醒目（43.4%）。

哪些应用需要别人协助才能完成？

老年人给出的前三名分别是网上办理政

务服务（37.0%）、网上就医（34.8%）、网

上社交或聊天（31.8%）。从居住区域来

看，市区老年人提及网上就医和网上预

约出租车的比例较高，郊区老年人提及

网上社交和出示随申码、核酸码、行程卡

的比例较高。

对于申程出行、健康云简约版、随申

办长者专版、美团长辈版、盒马长辈模式

5个适老化版本，被访的老年人中有

39.2%表示都不知道，其中，申程出行的

知晓率和使用率最高，美团长辈版的知

晓率和使用率最低。

此外，23.0%的被访者表示，在最近

一年中曾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就诊，

涉及全市51家医疗机构。

本报记者 金旻矣

高邮路5弄19号的丁湧和老父亲在老屋

住了40来年，刚入住时还是青壮年，没觉得居

家设施哪里有不妥。直到耄耋之年的老父亲

得了脑梗卧床不起，方觉家里小小的卫生间成

了大隐患。去年一听说所在的徐汇区湖南街

道有适老化改造福利，丁湧就决定自家的适老

化改造先从卫生间开始。

湖南街道的老龄化程度在徐汇区比较靠

前。然而，对于社区一些老旧房屋而言，若是

不经过一番适老化改造，老人即便足不出户也

面临安全风险。2019年，本市开展老年人居家

环境适老化改造试点，湖南街道大力推进这项

工作。今年，在区民政局和区老年基金会的指

导和支持下，街道进一步扩大受益面，让更多

老年居民感受舒心和便捷。

一个不少“私人定制”
为了让享受到这一政策福利的老人“一个

不少”，湖南街道精准定位，居委会干部和街道

服务办对居住在湖南社区、60岁以上、低收入

人群，一户户反复排摸。尽管受疫情影响，今

年所有符合条件的老人还是全部完成签约。

针对接待咨询中常见的问题，湖南街道还梳理

编印了适老化改造“十六问”手册，为老人和家

属答疑解惑。

对很多老人来说，即便是一项小小的改

造，那也是大工程。效果究竟好不好？适不适

合自己？难免会有各种顾虑。再加上每位老

人身体情况不同、每个家庭环境不一样，注定

适老化改造需要“私人定制”。

为此，湖南街道采取“一户一策”，量身打

造老年版“梦想之家”。老人申请通过后，相关

人员上门，根据老年人能力和生活环境需求现

场评估，再制定详细的改造方案。街道还对改

造过程作了跟踪，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比如，丁湧家庭选择了“浴改淋”套餐，即

敲掉浴缸改为淋浴，改造后的卫生间一眼看去

好像与普通人家没什么不同，但仔细观察就会

发现一些感人细节：防滑地砖、恒温花洒、一字

形扶手、专用洗澡椅、快排式地漏，坐便器还装

上了卫洗丽。“浴改淋”属较为复杂的项目，为

了尽量不影响老人生活，街道要求施工时间控

制在一周以内。丁湧告诉记者，父亲曾说，在

这个既熟悉又有点“不一样”的家里，走路脚下

有数了，心里不慌了。“适老化改造给我们吃了

一颗‘定心丸’。”

在家中进行适老化改造，不只是丁湧一家

的梦想。家住武康路280弄的张正建和重病

的妻子所在的老宅是厨房、客厅、卧室一大统

间，年过六旬的老张这些年常常“火烛小心”地

“盯着”屋里放煤气灶的一角。去年，居委会干

部告知可以申请适老化改造，并为他们“量身

定制”了一套方案：煤气灶上方装烟感报警器，

卫生间增加扶手、移动淋浴椅等设施。由于夫

妇俩符合相关条件，这些都是免费安装的。老

张不禁感慨：“幸福来得如此简单，靠一个报警

器、一根扶手就可以换来。”

精准改造“稳稳”幸福
湖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适老化改造项

目的内容包含基础产品服务包、“浴改淋”标准

化套餐及个性化产品服务包等。“但套餐不是

绝对的，会根据老人不同的生活状况和居住环

境精准匹配，居民需求什么就提供什么，包括

扶手、椅子的位置，都可以调整。”从申请、评

估、设计方案、施工、验收、结算到售后，环环相

扣，居委会干部或专业人员全程参与。曾经遇

到超出施工范围的局部改造，考虑到申请人是

较为困难的老年群体，经过街道和服务商商

议，金额不大的局改由服务商提供免费服务。

适老化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简单的微改

造能让老人的居家环境更安全，解决了“摔不

起”的痛点，不仅能为老人独立自主生活提供

便利，还能提升他们的居家养老生活质量。“我

们今后还要将科学的设计与人文关怀的产品

融入生活，托起高龄老年居民‘稳稳的’幸福。”

湖南街道相关人员表示。

本报记者 袁玮

今日，重阳。面对多元化养老需求，申城

积极构建10分钟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其中，黄

浦区率先打造“原居安养”幸福圈。这个幸福

圈长啥样？答案是“五边形”——床边、桌边、

身边、周边、手边，让体面养老有保障。

床边有照护
今年完成旧改“收官之作”，等搬了家、人

户分离，养老服务还能继续吗？“到时候想办

法，办法总比困难多！”老西门街道辖区养老机

构旧改志愿者缪妙的底气，来自“家床”照护。

这几年，黄浦区以优质养老机构为支撑，

在合理服务辐射半径内，就近排摸老人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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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

“家床”照护，帮助老人在家享受机构专业化养

老服务，至今累计482户享受服务，其中355户

仍在接受服务；至9月21日，2022年度累计新

增签约253户，在小东门、豫园、打浦桥、外滩、

半淞园、南东等街道开展跨街道服务。

桌边有食惠
本月起，光明邨配餐中心将对黄浦区老年

餐进行集中统一配餐。

迄今，全区有老年助餐场所66处，月供客

量近97000客。落实市区两级财政补贴，街道结

合各自实际，分别提供多样化特色补贴，其中，

外滩街道社区食堂为辖区内60岁以上老人提

供办卡85折优惠；瑞金二路街道为街道户籍

的纳保、低保和低收入老人提供餐费补贴等。

同时，积极鼓励“老字号”加入老人助餐服务。

身边有帮扶
如何做到“身边有帮扶”？答案是：“分阶

段”有序推进，“分梯度”实行补贴，“分类别”满

足需求，建立“一户一策一档”。

截至2021年底，全区累计420户老年家庭

完成改造；2022年计划完成200户，截至9月

22日，已签约213户、完工188户，完成率

94%。此外，2025年前将实现各个街道全覆盖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

黄浦区“心悦夕阳”是全市首个专业老年

心理服务品牌，特别是疫情期间，重点关注孤

老、独居、失独、智力障碍等特殊群体。今年以

来，“心悦夕阳”开展心理咨询、热线精神慰藉

服务，受益人数达27420余人次。

周边有布点
家住打浦桥的90岁的安老太喜爱读书，

离家不远处就是五里桥街道老年日间活动中

心，可以天天来这里读书看报。10分钟养老服

务圈，需要相关设施布局均衡充实，点位服务

集成性、功能综合性、为老服务网络密度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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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跨街共享。

“原居安养”还积极推进长者运动健康之

家建设。2020年，南京东路街道的老年日托所

和助餐点增添新功能，兼任长者运动健康之

家。2022年，新增老西门、打浦桥街道长者运

动健康之家。

手边有响应
数治赋能，老人手边有响应，服务更便捷。

2017年，“居家乐”一键通服务开启，设置

信息服务平台、7?24小时服务热线962899，为

辖区内“人在户在”的老年人提供紧急呼叫、主

动关爱、健康管理、信息查询、政策咨询服务。

今年以来，“居家乐”一键通已累计提供服务

167117人次。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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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安养”幸福圈啥样？五边形

重阳节吃重阳糕。

上海人买重阳糕主要是

为了孝敬老人，祝愿老

人能够健康长寿。

日前，在南京路步

行街的新雅食品和沈

大成等老字号糕点门

店前，购买重阳糕的市

民又排起了长队。今

年，重阳糕的口味和配

料也经过不断改良，少

糖、少油，更适合老年

人口味。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打造“梦想之家”安享“银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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