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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盒子” 科普脑健康知识

每天黄昏时分，在徐汇区华泾镇永康
养老院的一楼走廊里，总能看到一个熟
悉的身影——79岁的朱奶奶扶着栏杆，
神色茫然，步履有些蹒跚，嘴里不时呢喃
着：“我的房间在哪啊？”在医学上，这种
行为被称为“日落综合征”，是最常见的

认知障碍类型——阿尔茨海默病的表现
之一。
作为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

市之一，2018年起，上海着力构建分层分
类的认知障碍照护支持体系，在全国率先
实现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街镇全
覆盖。今年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个部门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

行动计划（2024—2030年）》，标志着我国
在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的社会环境方
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何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该社

区的建设如何延缓老年人认知障碍的发
展，又尚存哪些现实困境？近日，记者实
地走访徐汇、普陀、浦东的多个街镇，寻找
答案。

永康养老院是一家全认知障碍

照护机构。从业近7年，院长王婷婷

每天要与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打交

道。“作为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永康养

老院入住率已达100%，床位供不应

求，现在还有四五名老人排着队。”

《认知症老年人照护服务现状与

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约有1507万认

知障碍患者，2030年预计达 2220

万。这些确诊的老人，只是社区里的

“冰山一角”。《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近

六成患者在出现症状后才首次就诊，

体检或认知筛查发现问题后进一步

明确认知障碍的患者仅为10.06%。

“早筛查、早发现，才能让关口前移，

让更多认知障碍风险人群得到社会

支持，这也是上海启动老年认知障碍

友好社区建设的初衷。”上海市民政

局养老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说。

社区最贴近群众，是对抗认知障

碍的第一道防线。复旦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王颖提到，很多老人对认

知障碍不知晓，或是存在错误认知。

因此，社区科普宣教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第一步，是要让更多老人及家属

了解认知障碍，尽可能消除“病耻

感”。去年，全市首个360度沉浸式认

知障碍友好小区在徐家汇街道落成，

由街道结合社区情况和实际需求提

出设想并出资建设，由第三方社会组

织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协助实

施。走进泰东小区，许多颜色醒目的

科普墙和告示牌跃然眼前，车棚的外

墙上还设置了一个“记忆盒子”脑健

康科普展览。再往里走，迷你“健康

生活方式激活驿站”映入眼帘，居民

们喜欢称之为“温馨小屋”，墙面上清

晰地展示了认知障碍发展不同阶段

特点和应对方案。

68岁的居民荀彩娥是这里的“常

客”，几乎每周都会报名参加干预活

动。此前，她对认知障碍知之甚少，

只记得多年前，邻居家一个老太思路

时而清晰、时而混沌，后来离家出走，

没了音讯。如今，随着认知障碍的科

普元素融入社区环境，荀彩娥开始正

视认知障碍，相关的知识储备也突飞

猛进，“只要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延

缓认知障碍的发展”。

在小区一隅的科普墙上，还展示

了不同阶段认知障碍患者画的时钟，

大多形状扭曲。每次和外孙路过，荀

彩娥都会借机向他科普。前不久，她

还去徐家汇公园参加了融入认知和

运动元素的首届社区脑健康运动会，

“既能锻炼反应能力，又能学到科普

知识，玩得不亦乐乎”。

华泾镇是第三批老年认知障碍

友好社区的试点街镇，永康养老院作

为项目承接方，也探索出了一条社区

宣教新路——辖区内2个支持中心、

16个居委的老龄干部、楼组长与志愿

者等百余人组成了“2X+16+N”老年

认知障碍友好服务网络。“我们以视

频、图文、宣传资料等形式定期输送

认知障碍的科普宣教知识，进而下沉

社区，让有群众基础的人发挥作用。”

王婷婷介绍，华泾镇去年开展科普活

动50场，识别风险人群209人。

生活方式 防认知功能下降
“先把两个圈圈打开，大拇指朝

下……”下午1时许，普陀区甘泉路街

道的健康生活方式激活中心里，运动

激活师杭克强正带着6名老人做着丹

田环运动。从活化按摩、抬手、转手

到呼吸冥想，老人的表情逐渐放松，

身体也灵活起来。

早期干预，意味着与时间“抢”记

忆，是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的

关键一环。作为第二批老年认知障

碍友好社区的试点街镇，甘泉路街道

是个重度老龄化社区，60周岁以上户

籍人口占比52.19%。项目承接方上

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汤彬告

诉记者，健康生活方式激活中心通过

均衡饮食、运动激活、情绪疗愈、认知

干预和健康管理等多维度干预手段，

为风险人群和患病人群提供全流程

的服务，“就像一个老年‘日托所’。”

85岁的夏德贵，老伴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曾因行为出格让他产生不小

的心理压力，被评估为因情绪导致的

认知功能下降，属于认知障碍高风险

人群。去年3月至6月，夏德贵成了

首期干预小组成员，每周两天，“课程

表”排得满满当当。上午9时，五感激

活。夏德贵玩音乐、做手工、种花

草。中午11时，则和其他老人一起动

手做午饭。到了下午，还有正念呼

吸、运动激活、养生茶饮等一系列干

预活动。“感觉注意力能集中了，记忆

力也没有衰退。”夏德贵说。

“认知训练、运动、慢性病管理等

持续性的非药物干预活动起到延缓

认知障碍下降的作用。”王颖告诉记

者，研究表明，在阿尔茨海默病临床

前期阶段及其之前的阶段，及时加强

干预，可延缓认知减退，“目前研究探

索逆转的可能性，也证明了早期干预

的意义所在。”2023年，上海实现了老

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街镇全覆

盖，各社区也立足自身特色探索出了

“百花齐放”的干预模式。

去年末，浦东新区洋泾 ·记忆家

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赋能中心里，

开展了一场艺术疗愈活动。5张木

桌，四五人围坐。一盒水彩笔，四散

在桌。白纸摊开，老人们开始了讨

论：“这个图案用什么颜色比较好？”

76岁的张银宝倚着木桌仔细挑选着，

一幅精心绘制的《小小和平鸽》呼之

欲出。洋泾街道是上海首批老年认知

障碍友好社区试点街镇，项目承接方

为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这里还有

个闻名已久的名字——记忆咖啡馆，

由20名认知障碍风险老人与8名青年

志愿者轮班运营。“老宝贝”与“小宝

贝”分工合作，负责制作咖啡、打粉、萃

取、装杯，再把咖啡递给客人。

2020年末，咖啡馆正式开张，张

银宝主动报名成了咖啡师。一开始，

要精准记住各种咖啡的配比，张银宝

觉得有些难，难免出错，“好在客人都

很理解我们”。做咖啡慢慢成为她生

活里期待的一部分，也让她交到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论是绘画还

是做咖啡，都需要手眼协调、精细操

作，既能锻炼老人的专注力与反应

力，让他们情绪安定，也能让他们发

挥余热。”站点负责人陈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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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资源 应对全社会课题
洋泾 ·记忆家老年认知障碍友好

社区赋能中心里，有一道木门。一侧

是咖啡馆和记忆教室，另一侧则是日

间照料中心，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4

时，专业的社工和护理员为患病老人

和风险老人提供个性化的照护服务，

也为家属提供喘息空间。再往里走，

还有一间照护茶馆，“这是一个专为

患者家属及照护者提供的社交平台，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难题、寻求解法，

相互倾诉、缓解压力”。社工钱瑞年

介绍，照护茶馆链接专家资源，已开

展了近百期的讲座活动，去年还为约

20户家庭定制了个性化照护服务。

永康养老院也在探索认知障碍

照护专区与友好社区相结合的养老

全链条服务模式，将专区干预、照护

等效果较为显著的服务延伸至社

区。“比如，茶艺体验馆系列活动通过

观茶、闻茶、品茶、论茶，打开老人们

的记忆密码。”王婷婷说。

“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老

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街镇全覆盖，无

疑是一项‘创举’。”王颖认为，上海市

民政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链

接各方资源，为老年认知障碍群体提

供了全方位支持与服务。但作为“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许多细节还需进一

步优化与提升，如目前推荐的筛查工

具在易操作性上还需要完善，在精准

性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健康教育的

资料也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标准。

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关

负责人坦言，在推进老年认知障碍友

好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一系列难题接

踵而至。比如，目前的模式为政府购

买第三方社会组织或机构服务的项

目制形式。上海有200余个街镇，分

别由几十家社会组织与机构负责运

营，“一方面，这些组织机构的专业水

平不太平衡；另一方面，友好社区建

设全面铺开后，一些社会组织的服务

力量也显得不足，亟待拓展”。

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是较早

探索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的

社会组织。创始人汤彬告诉记者，对

比国际上的成熟经验，上海现有的模

式还有发展空间。“虽然我们也能提

供体系化的服务，但顶层制度保障的

缺失与项目制的运作模式，少了点精

准性和可持续性”。王颖提出，建设

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还需多部门

协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

“守护认知障碍老人，仍是全社会需

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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