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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门口”养老“可持续”运营

社区养老服务越来越有态度、有温度，但仍有很多社区养老机构
存在运营困难、难以为继的情况。同时，不少老旧社区公共场地少，难
以建设养老食堂、照护中心等老年人“刚需”硬件。另外，一些社区养
老驿站属于“小作坊”式经营模式，缺乏有行业影响力的经营主体。养
老护理人才也依然短缺。

从事社区居家养老工作的侯先生告诉记者，三年前他从互联网行
业转入养老行业，觉得这是一个风口。但在具体实践中他发现，虽然
这两年养老行业在智能化、专业细分、规范标准等方面有很大进步，但
是社区居家养老目前还是很难赚钱。“就养老驿站而言，经费主要来源
于区政府、社区街道，但这些补助是有限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尤
其是在失能失智老人照护上，一些基本养老服务不能真正解决老人和
家属的照护痛点。”侯先生说，社区居家养老运营的可持续性和盈利模
式还在探索中，作为企业，期待更多的养老服务政策开放空间。

在为居家养老提供上门服务方面，西营前街养老驿站站长高梦丽认
为，居家医疗养老服务具有特殊性，养老机构涉足的服务门类有限，更多
地聚焦在护理方面，居家医疗的商业化准入门槛目前还是很高。其次，上
门服务涉及隐私及安全，相对于其他行业，医疗养老行业的相关线上科普
以及商业运营内容往往会被平台限流，所以养老机构目前还处在通过线
下渠道推广的模式，社会对居家养老的上门服务了解还很少。

通州区民政局养老事务中心主任王东克表示，近年来，通州区民政局
不断完善各项养老工作。今年上半年，共拨付养老服务机构房屋租金补
贴400余万元，自《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出台以来，他
们积极转发落实，为区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协调解决租金困难。

相较于数量庞大且分布不均的养老服务需求人口，通州区的专业
护理队伍仅有930人。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每年养老事务
中心都会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并逐级发放岗位补贴。

此外“创新养老模式”是通州区在“十四五”期间推动养老服务体
系不断提质增能的着力点之一。其中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驿联
通”成为全新起点。

“驿联通”项目充分发挥养老驿站的能动性，让养老机构自己提出
运营思路，区里组织专家进行评估评选，对于优秀方案会给予一定的
扶持资金。养老驿站执行方案后，如果试点效果好，再向全区推广。
利用这种“创投自造血”模式，不断提高各养老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运营
能力，促进其高质量持续发展。比如助浴服务、睡眠解决方案等，都是
各个驿站摸索出来的既有市场需求，又有利于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项
目。而去年提出的“时间银行”模式也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养老服务的
人力资源不足问题，他们通过村民之间的互助来交换照护时间，以此
缓解养老照护的人手问题。

“养老是长期问题，单纯依靠国家财政解决不现实，各市场主体必
须共同参与。”王东克认为，要鼓励良性的商业竞争环境，提高大家对
居家社区养老的认识。现阶段老人消费意愿低，更需要扶持和宣传，
行业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需要有商业保险和商业化运作的参与。另
一方面，企业自身要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运用智能化和数字化的
手段，多渠道营销，拓展多元化的养老服务。

家住玉桥街道玉桥南里的赵爷爷今年83岁了，最近，他因眼部疾病需常去医院看病，可正巧身边没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的“养老顾问”陪同就医服务帮了大忙，电话预订后，服务人员到赵爷爷家帮助他打车、下楼、挂号、取药、打单据，解决其无人陪
伴就医的问题。

数据显示，在城市副中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1.7万人，九成以上老年人倾向于社区居家养老。
作为介于家庭和养老机构之间的一种养老方式，社区居家养老涉及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和资源。记者调查

发现，目前全区共169家养老驿站，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逐渐形成，但服务供给相对不足、适老化改造不充分等问题仍然存在。为
破解这些难题，民政部门正探索一系列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升级的举措。

社区养老服务市场发生新变化

2023年底，关于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和标准陆续出台。从民政部 10月发布
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到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城
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都在强调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养
老服务功能，以及进一步推动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专业化发展。

记者调查发现，传统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闲置率逐渐增高，究其原因，主要是
“重设施轻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的综合性照护中心服务正在取代传统模式，争取
更多认可。

“以前社区里虽然有老年活动室，可以打牌、看书，但没人管理和组织活动，挺
无聊的。”家住中仓小区75岁的刘阿姨现在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她在自家小
区就能参加智能手机培训班、上老年手工课、参加社区组织的健康讲座和义诊活
动，每天生活都被安排得很丰富。

为了更好满足社区养老服务需求，通州区民政局构建起“10分钟养老圈”，让
老年人以家为圆心，在 10分钟社区生活圈内享受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市场
正在发生新变化。

杨庄街道新华联南区养老服务驿站在“吃”的方面没少下功夫，继开通支持
“线上点单、送餐到家”的养老助餐服务之后，又聘请了专业的营养师，推出美味可
口又养生的系列中医药膳美食，做到每周菜谱不重样。这些新奇的菜肴不仅吸引
老年人，就连企业白领也感兴趣，“平时工作忙，饮食不规律，这几年越来越注重中
医养生，没想到在单位附近的社区食堂就能尝到养生药膳。”市民马女士对科普小
海报上的标注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仓社区家园中心立足于打造“养老服务+便民服务+公益服务”的小型综合
服务体，升级“买不到柜台”服务，打造“家门口服务”场景，推出便民家政、洗衣、便
民小超市等服务，不断推出无偿、低偿、普惠、多元化市场服务，让老年人享受家门
口的便利生活。

“我们驿站共五名养老顾问，会根据服务者的年龄、身体情况、住址和各自擅
长，来分配服务区域和服务任务，像上门巡视探访、环境清理、陪同就医、代买代
送、义务理发等服务，我们都能很好地胜任。”梨园镇大马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站
长王金利总是很忙，作为老年人在小区里的“好邻居”，他们这儿安排了上门保健
按摩、助浴、陪诊代挂号取药等多种服务。

通州区养老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养老顾问”是一项养老服务的创新项
目。它以居家老年人服务需求为导向，特别是聚焦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专业化照
护的刚性需求，将专业机构养老服务搬到老年人家中。为优化服务供给能力，精
准匹配服务需求，已陆续引入了家政护理类、助洁助浴类、中医理疗类、老年助餐
类等 20家优质服务供应商。截至目前，全区涌现出梨园镇、漷县镇的“顾问式养
老”，西集镇的“党建+养老”，玉桥街道、新华街道、永顺镇、潞城镇“社工赋能养
老”“联合基层分会培育老年公益团队”，临河里街道“医+中心式养老”以及中仓
街道的“爱心养老地图”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试点模式。

“家床服务”延伸医养触角

又是提供优质餐，又是开展公益服务，尽管政府会提供一定补贴，但养老服务驿站
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良性运行，出路又在哪里？记者发现，不少运营方都将目光投向
了医养结合。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开设医养结合服务，让老人可以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捷诊疗。家
住光明小区的李玉梅老人前一阵把腰扭了，走路都困难，“太疼了，我出不了家门……”她
给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打去电话，几分钟后，工作人员就推着轮椅上门来接她治疗。花
费400元，通过两次正骨，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相比大医院，我们离居民更近，也更方便
做到精准医疗。”养老服务驿站的医生程文强说。

今年初，家住中仓街道小园社区81岁的韩阿姨，在街道、社区居委会和家床服务机
构的多方协助下，明确了适老化改造方案和家床服务方案，签署了服务协议。上个月，
小园社区家床建设完成后，韩阿姨家里安装了铝合金洗澡椅、移动马桶、马桶扶手架、
褥疮坐垫等适老化卫浴产品，解决她日常如厕洗浴的难题。此外，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还按协议约定内容，定期为韩阿姨提供健康评估和居家安全评估服务，并为儿女培训
护理技能，提高她的生活质量。

区民政部门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通州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已达5000张，区养老事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床服务”其实就是将养老床位“搬进家”，让居家养老的老
人能享受到养老专业机构同等优质服务，包括助浴、助餐、陪诊、陪夜、家政等数十项服
务，以及低于家政服务市场的小时工价格。目前，家床服务共涉及21个街道、乡镇的55
家试点服务机构，服务总次数10.8万余次，评价满意度99%。

“提供居家养老的上门服务，有更精细化的要求，包括专业员工培训和对服务的管
理监督机制，都有一定的运营门槛。并不是搭建好场地基础设施，这些服务就可以马
上提供的。”区养老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的养老模式一定涵盖大量的居
家上门服务需求，不会只局限在社区服务中心和养老机构。但居家上门服务对居家养
老护理员及护士的培训与证照考核有一定要求，并非所有的养老驿站短时间内都能满
足居家上门的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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