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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为社区注入活力
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

以上人口有31031万人，占总人
口的22%。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近四成，
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
问题日益严峻，养老问题也如影
随形。“我们不妨推广时间银行
的做法，将年轻人、中年人或者
低龄老人的剩余时间转化为服
务或收益的一种机制，这具有重
要的社会价值和政策意义。”在
张伟滨看来，建立时间银行的好
处很多，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年
轻人或低龄老人在社区治理、志
愿服务、健康促进等方面的作
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社区提供
新鲜血液，持续提升社区活力。

时间银行最早诞生于长宁

区的虹储小区，起初是用于居民
的时间交换。当时小区里有一
批居民下岗，他们的时间充裕。
同时，小区里还有30多名老师，
因为工作原因，照顾家庭的时间
较少。“我就想着他们的时间是
否可以交换？老师利用闲暇时
间为下岗居民的孩子答疑解惑，
下岗居民则利用空闲时间为老
师烧饭。”谈及这项创建于1997
年，一年后便在小区里推广开来
的新点子时，原虹桥街道虹储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萍聚工作室党
支部书记朱国萍娓娓道来，“没
想到，提议非常受欢迎，后来还
衍生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时间交
换，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然，居民们的“时间存款”
有其局限性——如果居民离开
虹储小区，搬到其他小区，那这

个时间银行的“时间存款”就无
法提取了。

当得知有全国政协委员建
议大力推广时间银行，为养老服
务攒时间的做法时，朱国萍举双
手赞同：“年轻人或者低龄老人
利用碎片时间服务高龄老人，需
要鼓励。毕竟，谁都有不时之需
的时候。”

多方协作才能做到细水长流
长期关注养老问题的张伟

滨，就时间银行的政策设计与实
施，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时间银行的建立，
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引导。
从全国层面来看，应通过立法或
政策倾斜，鼓励和支持公众将部
分剩余时间转化为社会服务或
经济收益。例如，设立专项政

策，对参与社区服务、志愿服务
等行为，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
奖励，从而激励更多公众积极参
与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的实施需要多方
协作，不可能靠单个部门来完
成。”张伟滨建议，首先需要建立
公众参与时间银行的激励机
制。例如，政府可以与社区、企
业或其他组织合作，建立时间银
行平台，让公众在平台上将剩余
时间与其他公众或社区需求对
接。通过市场化运作，为公众提
供收益或服务。其次，需要探索
公众参与时间银行的具体形
式。例如，大家可以充分利用原
来的职业专长、自有技能、个人
兴趣、身体健康状况等，通过提
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传
承文化知识或参与社区经济活

动等方式，将剩余时间转化为可
获得的收益或服务。

他提醒说，在推动时间银行
发展时，需要充分考虑公众的年
龄结构和能力差异。这些差异
包括身体状况、心理承受能力、
技能水平等因素，都需要在政策
设计中加以考虑。可以采取分
类管理的方式，根据不同年龄段
和能力水平的参与者，制定相应
的政策和激励措施，设立可参加
的服务内容。

要建立时间银行不难，但如
何细水长流地让这一机制运转
下去？张伟滨也提出了一些思
路。他认为，需要探索时间银行
的收益分配机制，确保公众能够
获得合理的收益或服务。同时，
还需要考虑公众的时间投入与
收益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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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银行如何存储时光兑换温暖？
全国政协委员张伟滨：需要多方协作，不能依靠单个部门

青年报：上海的时间银行养

老是何时开始的？目前有哪些

区在试点？

答：上海虹口、长宁两区于
2019年开展试点，制定了本区试
点方案，并分别选取条件成熟的
街道进行试点。

通过总结试点情况，进一步
深化研究，市民政局于2020年制
定了《上海市养老服务“时间银
行”项目工作指引（试用版）》，并
将试点扩大至徐汇、普陀、杨浦。

2021年11月，市民政局印
发《关于本市推行养老服务“时
间银行”项目的通知》，在全市范
围内推行养老服务“时间银行”
项目，并发布《上海市养老服务

“时间银行”项目工作指引（2021
版）》。2023年6月，项目小程序
和公众号更名为“沪助养老时光

汇”。截至目前，虹口、长宁、徐
汇、普陀、杨浦、浦东、静安、崇明
等8个区开展了该项目。

青年报：目前是否能实现全

市通兑，比如居民从A小区搬到

B 小区，可以无缝转存或提取时

间银行的时间？

答：目前该项目由各区民政
部门根据各区实际，制定具体的
实施细则统筹推进，时间币在各
区内流通，尚未实现全市范围内
跨区的通存通兑。

青年报：目前鼓励什么年龄

段的市民参与养老服务时间银

行项目？

答：我们结合部分地区试点
经验，逐步完善《上海市养老服
务“时间银行”项目工作指引》，
其中，“服务模式”明确项目包括
低龄老人“时间币”储蓄模式和

中青年为老志愿服务模式两类，
低龄老人为60~70周岁之间(女
性可适当放宽至50周岁)、身体
健康且有服务意愿的退休人士；
中青年志愿者为年满18周岁的
自然人，一般由志愿服务组织、
学校、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统
一组织。“服务时间”规定平台以
1小时为一个服务时间单位，以
时间币的方式进行记录存储。

青年报：请您简单介绍下养

老服务时间银行的特色，试行多

年来有何成效？有哪些需要继

续探索的？

答：上海市民政局牵头搭建
了“上海养老时间银行”信息系
统（微信小程序，现更名为“沪助
养老时光汇”）作为全市的统一
平台。系统功能包括服务提供
者和服务对象注册认证、服务对

象代理、需求发布及审核、服务
签到签退、时间记录存储及转
移、服务情况反馈等，形成全市
统一的数据库。

接下来，我们考虑在以下几
个方面深化研究和探索，主要包

括：拓展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场
景；进一步完善兑换规则；统筹
社会资源，扩大参与人群；完善
激励机制，提升大众参与热情；
以及前面提到的探索更大范围
通存通兑等。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连80后90后的父
母都已经迈入“银发族”的行列了。父母的
养老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事。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
瑞金医院骨科主任、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副所长张伟滨今年针对养老这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提出：“不如推动时间银行发展，不
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低龄老人都可以
为养老服务提前攒点时间。”

针对这一话题，记者专访了上海最早
推出时间银行的原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朱国萍和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
处相关负责人。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青年报对话市民政局老龄处相关负责人：

本市将探索扩大时间银行通存通兑范围

参加志愿服务的朱国萍（中）。 受访者供图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养老问题也如影随形。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