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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我们如何老有所依
 【文/周琳琳   图/奚强】

近日，由青年报社主办的“老有所依，我们如何有温度、高质量

养老”研讨会隆重举行。青年报社的读者主要是青年，他们正在成

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正如青年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谢庆甫所

言，这次的研讨会是一个契机，让更多青年关注、了解养老的最新动

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为如何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做好多方面

的充分准备。

社区养老，你我同在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嘉宾有：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

处副处长黄井波；新闻专题片《全球养老调查》项目牵头

人、上海电视台资深记者方婷；日医（上海）社区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大石、副总经理青木以及来自本市17

个街道办事处的代表。

首先，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黄井波介绍

了上海养老现状。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早在

2005年就确立了“9073”的养老格局，即3%的老年人

在机构养老，7%的老年人享受社区养老，90%的老年人

以家庭照料为主。从“十二五”末开始，上海构建“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格

局。为了深化“9073”养老格局，上海在不断完善供给

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政策保障体系、评估体系和监管

体系。

古美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明怡

介绍，古美路街道嵌入式地布局了6个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整合了居民区的文化场

所、助餐点、医疗点、服务站等场所。更重

要的是，他们意识到中心只为居住其内的

数百位老人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它

发挥更大效用。于是街道提出“开放式的养

老”，建立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并对场所重

新布局，特别设立了老幼同乐点，开放给居

家、社区养老的老年人们以及小朋友们。说到

这里，新闻专题片《全球养老调查》项目牵头

人、上海电视台资深记者方婷分享了在拍摄

专题片的过程中，在日本和丹麦所看到过的类

似养老院。在开放的环境里，老年人充分感受

到社会和青春气息，对他们来说是良性的促进。黄处长

认为这是上海社区服务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变化，以适

应当下，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模式。从市级层面而

言，辖区内街镇养老服务资源的共享和打通等创新行为

是颇受鼓励的。这不单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率，也对资

源进行了整合。

而提到日本的养老服务，拥有50多年丰富经验的

日医学馆是日本养老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在研讨会现

场，日医的中国现地法人、日医（上海）社区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大石分享了日本的“社区养老”的模式。日

医认为社区养老与日本的“地区综合护理体系”非常相

似。地区综合护理体系就是将上门介护服务，日间照料

服务，介护认知症老人机构入住等介护功能服务和医

疗功能服务整合构建的社区。日医通过提供多样的服

务，致力实现“让老人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能在自己住

习惯的地方延续自己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护理体系。

以人为本，有爱长伴

当被问及拍摄《全球养老调查》专题片的过程中，让

方婷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她回忆起在日医的“认知症老

人集体之家”里，见到过的一位切菜做饭的老奶奶。当时

是2015年4月，老奶奶已经患上认知障碍。令方婷惊喜的

是，这次研讨会的现场，日医上海副总经理青木的手机

里正好保存有那位老奶奶的视频。现在她仍和三年前一

样，每当有客人来参观机构时还是非常热情，笑逐颜开，这

在一般老人身上是不可想象的。

方婷将其归因于专业的、用心的护理，也体现了专业

护理的价值和意义。但这也是她的担心之处：上海的护理

人员存在很大的缺口。她分享了自己在日本、德国等国家地

区的所见所得，认为要学习他们系统性、持续性的专业培

训。培训阶段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护理人员会在学校里学

习；剩下的较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就会去养老院、护理院等

一线服务工作岗位上学习，直接做学徒工。她认为上海也

要学习这样的培养模式，护理要和培训学校与用人单位之

间紧密结合。

说到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日医在这个领域积累了非

常丰富的经验。针对人才培养，青木表示：护理服务人员对

老人必须要有爱和关怀，即便是掌握了专业技术，如果感

受不到工作的意义，就无法让员工长期安定地在岗位上工

作。所以，日医在培养介护服务人员时，会让员工首先理解

作为专业护理人员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进而通

过阶段性、持续性的培训，让员工自信地走上岗位面对工

作。日医希望运用专业介护人才的培养体系，能够为中国养

老问题的解决贡献一份力量。

日医（上海）社区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大石与大家分享经验

嘉宾们就研讨会议题进行互动问答

新闻专题片《全球养老调查》项目牵头人、上海电视台资深记者方婷和大家分

享多国养老方式

全市17个街道的代表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