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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智慧养老 触手可及

上海老博会特别报道

昨天，2025上海老博会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开幕，现场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如
此火爆的盛况实属罕见。为何今年的老博
会能点燃如此高涨的热情？答案或许就藏
在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关键词——“专、转、
传”之中。
“专”，是专业深度的硬核底气。上海老

博会的全称是“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
医疗博览会”。作为中国第一、亚洲领先、世
界知名的银发产业盛会，走过25载的上海
老博会，其专业性早已是金字招牌。
今年展会规模再创新高，汇聚全球16

个国家和地区近500家海内外展商，传统
巨头与行业新锐同台竞技。“专”，体现在琳

琅满目的硬核科技与解决方案上：养老人
工智能精准照护、养老机器人灵巧协作、认
知症干预方案聚焦前沿科技、卧床照护技
术体贴入微……这里俨然是全球养老领域
尖端创新的“阅兵场”。
想一窥未来老年生活的图景？上海老

博会以无可比拟的专业深度，提供了最权
威、最前沿的答案。专业性，是其吸引全球
目光、构筑行业高度的核心基石。
“转”，是体验传播的破圈之道。专业展

会常面临“曲高和寡”的挑战——术语生涩，
理解门槛高。然而，上海老博会成功破解了
这道难题，关键在于“转”。
它不仅是行业交流平台，更是连接产品

与终端消费者的桥梁。为此展
商们无不绞尽脑汁提升体验
感、降低认知壁垒：邀请老人现场试用智能
设备，用直观动画演示复杂技术，将专业方
案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场景……
“转”，是化繁为简的智慧，是让冷冰冰

的技术变得可感、可触、可及。正是这种面
向市民、接地气的转化，让专业展品跨越了
壁垒，飞入寻常百姓家，点燃了消费者的热
情，成为人气爆棚、实现破圈的关键。
“传”，是银发叙事的时代升华。中国坐

拥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银发市场，而上海
作为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消费能力最强、
银发产业规模最大、市场培育最成熟的

城市，无疑是观察这片蓝海的最佳窗口。
上海老博会的盛况空前，正是中国银发

经济蓬勃发展的信号。它超越了单纯的产
品展示，正在传递一种理念：老龄化并不只
是挑战，其背后蕴含着巨大机遇与创造力；
科技可以为老年生活带来尊严、便捷与品
质，这正是“传”的深意所在。
汇聚全球智慧，上海老博会传递了中国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信心、解决方案以及对老
龄群体需求的理解与尊重，通过“专、转、传”
描绘了银发经济的未来蓝图。

本报记者 李一能

上海老博会解码未来老年生活新图景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实习生 杨
钰婷）“你们也来参展啦？真是太好了！”
昨天，2025上海老博会举办首日，新民晚
报首次以展位的形式亮相，许多逛展市
民纷纷来访，犹如一场“老友相聚”。
作为本届上海老博会的特别支持媒

体，新民晚报在W2馆设置了展位，为市
民准备了文创礼物与休息空间，并与读
者交流互动。“走累了，来晚报坐坐，感觉
就像是回家。”正在展区休息的吴女士告
诉记者，她家里订晚报已经超过40年了，
伴随着她从青年步入老年，如今晚报深
度参与老博会为老人们服务，让她感到

非常温暖。
另一位来到现场的老读者，是中国

老年旅游联合体名誉理事长、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鲁关良。他与晚报同样
有着四十余年的缘分。“看到新民晚报四
个字，就像见到了老朋友，心里头暖洋洋
的。”今年76岁的鲁关良说，上世纪80年
代初，年轻的他怀着“为民分忧做好事”
的想法，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旅行社，敏
锐地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尚在萌芽期的老
年旅游市场，新民晚报就是他最得力的
“战友”。

“那时候推广老年旅游，信息渠道

少，新民晚报就是阿拉上海人最信任的
‘窗口’。”鲁关良回忆说，在晚报的帮助
下，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还几次上了“头
版”，这份宝贵的回忆与情谊，是他心中
最为重要的人生财富。
已经年逾古稀的鲁关良，如今对老

年旅游事业依旧热情满满。他此行来
到老博会，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专门
来看看，现在的老年旅游发展到了什么
新水平，有哪些好产品、新服务！”他也
非常希望晚报能多推荐一些老博会优
质银发产品，和“老战友”再次合作，造福
老龄群体。

在老博会遇见老朋友
新民晚报展台首次亮相，市民直言“像回了家”

2025上海老博会正在火热举
行，若是没有时间参加怎么办？没关

系，“养老体验官”江老师替您来逛

展，看看这些凝结着养老科技发展最

新成果的“尖货”，您动心了吗？

从“9073”养老服务格局到创新养老实践样本

上海如何实现老有所养

“养老体验官”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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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老型床垫深受老年消费者青睐

■ 新民晚报展台人头攒动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龙

昨天，上海老博会正式开幕。通过
老博会，不仅可以看到养老产业的最新
动态，更是可以洞悉上海养老规划的发
展路径。为此，记者专访了上海市民政
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娄国剑。
据介绍，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

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截至2024年底，全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
人口 577.6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7.6%。这意味着上海每三个户籍人口
中，就有一个是老人。
针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快速加深

带来的实际需求，早在2005年上海就提
出了构建“9073”养老服务格局，健全以
居家为基础（90%）、社区为依托（7%）、机
构为专业支撑（3%）、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
近年来，上海不断提升机构养老的

照护功能，发展护理型床位和认知障碍照
护床位。截至2024年，全市护理型床位
达到17.5万张，占养老床位总量的68%，
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累计建成1.5万张。
在社区养老方面，上海从2014年起

首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
原居安养的需求，建设“枢纽型”社区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社
区日间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等服务场

所，加快建设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点，为社
区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各类养老“微
服务”。
在居家养老方面，上海重点组织开

展“家庭照护床位”签约服务，让老年人
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中，也可以享受到
类似机构的专业服务，目前累计服务超
过9000人次。此外，各区根据老年人需
求特点，有针对性开展上门助浴、陪诊、
助行、物业加养老等特色项目，满足多样
化养老需求，今年相关工作已陆续在全
市层面推开。
此外，从2012年起，上海持续实施

“老伙伴计划”，每年有4.9万名低龄老年
志愿者为近25万名高龄独居老年人提供
日常关爱服务；2017年起实施“老吾老计
划”，为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者提供技
能培训，受益人群达到8.9万人次；2018
年起实施养老顾问制度，目前全市共有
7072处养老顾问点、10099名养老顾问
员，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政策咨询、资
源链接、个性化养老方案定制等服务。
在上海农村地区，上海也正在构建

组有“点”、村有“室”、片有“所”、镇有
“院”的服务网络。利用闲置房屋资源，
发展具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互助服务
功能的睦邻点；在村级层面推动老年活

动室标准化建设；以多个行政村为片区，
发展具有农村特色且具有一定专业水平
的乡村长者照护之家；力争每个乡镇拥
有一所设施、服务、管理均达标的养老
院，提升专业照护能力。
同时，上海正在全面推进医养结合，

包括推动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应设
尽设”，深化养老“两张床”（机构床位、家
庭养老床位）和医疗“三张床”（医疗床
位、家庭病床、安宁疗护病床）之间的转
介和联动，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社
区卫生服务设施整合设置、毗邻设置、联
动服务。
本届老博会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升

级打造了“银发生活展区”“上海市康复
辅助器具创新展”“党建服务专区”和“老
食惠”快闪活动区四大主题展区，上海市
民不仅可以体验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
咨询自己所关心的养老问题、品尝“上海
老字号”带来的美味助老餐，更是可以直
观了解上海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全
龄友好型社会进程中的创新实践样本。

本报记者 李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