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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岁的肖阿姨带着孙子已经来了两个多月。身为大学老师，肖

阿姨自有一套育儿理论。在她看来，对于 3 岁以下的孩子来说，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多与外界互动，激发他的创造思维能

力和探索欲。而“宝宝屋”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这边的老师很亲切，会带着宝宝们做一些简单的律动和

手工，也会尝试让宝宝之间进行社交。这里玩的玩具、看的书

籍都很不错，同样给了我很多参考和指导。”肖阿姨告诉记者。

据为老中心“宝宝屋”运营方负责人陈晨介绍，这里可同

时容纳 15 名 13 个月至 3 岁年龄段的幼儿，家长们可通过随申

办提前预约，“我们的师资配比不低于 1 比 5，老师都是持有

育婴员、保育师等专业资格证书，并经过相关专业培训”。

2022 年初，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率先建立了全市首批 2 家“宝

宝屋”，为辖区婴幼儿家庭打造社区托育“15 分钟生活圈”，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科学、多样化的集中

照护和育儿指导服务。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数量上，截至 2024 年 6 月底，静安区

已建成 23 家“宝宝屋”，覆盖 14 个街镇，共提供 1203 个托位。

内涵上，“宝宝屋”则从 1.0 版本的便捷性与标准化，逐步升

级到 2.0 版本的滋养型特色样板，再到如今 3.0 版本的科学育儿

理念传播，体现了托育服务的不断创新和进步。

更令人欣喜的是，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嵌入“宝宝屋”后，

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身边多了这些可爱的小宝宝，

老人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帮助照顾幼儿的老年人还能在

长者食堂就餐、活动。“老幼相伴、其乐融融”的场景，让身

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心生喜悦。

事实上，上海建设“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一老一小”

是被关注的重点人群，体现的是人民至上的理念，考验的是城

市治理的细心、耐心和巧心。

一直以来，养老机构在满足老人生活照料的同时，大多存

在医疗力量不足的困境。传统医养结合模式也面临着健康服务

内容单一、服务模式黏合度不高等问题。如何同时满足老年人

在居家和社区的日常照护和健康管理需求，打通老年人就医服

务“最后一公里”？ 2022 年，静安区以民政部“十四五居家和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点为依托，首创“五床联动”

居家和社区整合性照护服务模式。

静安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吕晴向《新民周刊》介绍，“五

床联动”就是以“家庭养老床位”为核心，按照老年人健康预防、

疾病诊治、长期照护、临终关怀的综合需求，推动家庭养老床位、

养老机构床位、家庭病床、医疗病床（区内一级、二级医院的

治疗病床）和安宁疗护病床（临终关怀病床）之间的服务转介、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形成“五床”之间相互可接续的联动模式，

通过让老年人在居家和社区养老中“老有所医”，从而真正实

现“老有所依”。

“五床联动“自去年 8 月起在静安全区推广以来，已经实

现区域内签约全覆盖：静安区正在运营的 48 家养老机构，全部

与对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签约，95.43% 的住

养老人签约了“五床联动”。

“过程中，我们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遵循‘能建尽

建’原则，在养老机构内设置社卫社区服务站或家庭医生工作

室，接入医保专线，使老年人看病更方便了。”吕晴补充道，

同时静安还搭建了“五床联动”智慧养老平台，率先探索打通

了卫健委与民政部门的“医”“养”数据，通过数据资源整合，

为老年人提供更精准的健康画像和更便捷的医养转介服务。

“此前有养老专项规划预测，静安在‘十五五’期间，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或达到 30%。”吕晴说，为了应对深度

老龄化带来的旺盛的医疗需求，必须提前布局。

随着上海城市更新迈入新阶段，“一老一小”之外，碰到

的问题越来越纷繁复杂，更需要保持迎难而上的劲头——老百

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静安区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是 2023 年全市体量最大

的小梁薄板改建项目，并被收录进“2023 年世界城市日城市建

设和发展案例展”。项目刷新了两个“最快”纪录：从签约到

搬场最快，从搬场到开工最快。支撑“最快”的，是用不断完

善的政策体系回应百姓关切。蕃瓜弄在优惠政策中找到“原拆

新时代建设者之家着重加强公区配置、品质提升。摄影／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