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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嵌入式”医养结合服务与“家
庭床位”服务外，通州区也在聚焦家庭
照护者的“家庭喘息缓解”服务，一定程
度上为家庭照护者带来了“呼吸”空间，
成效显著。

喘息服务，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外
界力量辅助，让承担照护重担的家庭成
员能有“喘口气”的时间。以银龄家园

养老照料中心推出的“喘息服务”为例，
自服务开展以来，已累计为 120余个家
庭提供短期托养服务。李女士便是受
益者之一，她坦言：“把母亲送到这里短
期照护的那几天，我终于能安心休息，
还能好好陪伴孩子，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都不一样了。”

据调查反馈，接受过“家庭喘息缓

解
”服务的家

庭中，超过85%的照
护者表示自身压力得到有效

缓解，生活质量有所提升，同时也增
强了继续承担长期照护责任的信心。

不过，业内人士也承认，目前的“家
庭喘息缓解”服务仍有诸多可提升之
处。从覆盖范围来看，目前仅部分养老
机构和社区服务中心提供此类服务，且
服务名额有限，难以满足大量家庭的迫
切需求。在服务内容上，多数以短期托
养为主，缺乏针对照护者的心理疏导、

技能培训等延伸服务。此
外，服务的宣传推广力度不足，许

多家庭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可
以申请。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加大政
策支持与资金投入，鼓励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
吸引企业和社会组织开设专业的喘
息服务机构，扩大服务供给。其次，
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除短期托养
外，增设照护技能培训课程，邀请专
业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为照护者
授课，帮助他们提升照护能力，缓解
心理压力。同时建立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心理疏导平台，为照护者提供及
时的情感支持。

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

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每月提供 2 次照
护服务、每次不低于 4 小时，每月提供
1 次家庭照护者技能提升培训，每次不
低于 0.5 小时，有需求的居民可向居
住 地 街 道 乡 镇 民 生 保 障 办 联 系 咨
询。未来，通州区计划尝试建立“家
庭喘息缓解”服务的区域协同机制，
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实现服务信
息 共 享 、资 源 调 配 互 通 。 同 时 ，探
索 将“ 家 庭 喘 息 缓 解 ”服 务 与 长 护
险 、商 业 保 险 相 结 合 ，降 低 家 庭 的
经 济 负 担 ，提 高 服 务 的 可 持 续 性 。
通过这些举措，让“家庭喘息缓解”
服务真 正 成 为 家 庭 照 护 者 的 坚 实
后 盾 ，助 力 构 建 更 完 善 、更 人 性 化
的失能老人照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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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养老调研报告

失能老人家庭照护服务如何“破冰”
本报记者 冯维静

位于玉桥街道的一栋老旧居民楼内，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里，护理床与康复器械占据了大半空间。79岁的王奶奶，因脑梗导致半身不遂，日常穿衣洗漱
等基本生活起居，都只能依靠患有高血压的老伴艰难协助。“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王奶奶的状况，是不少失能老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据通州区民政局统计
数据，截至2023年初，全区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32.1万人，其中重度失能/重度残疾老年人1.7万余人，占全区户籍老年人总数的7.6%。截至今年1月，享
受失能护理补贴人数为2.2万余人。

对于照护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专业养老机构中具备医疗护理资质的床位“一床难求”。而想请个合适的护理人员也很难，专业护理人员缺口大，难以
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据悉，通州区民政部门正通过多种方式，帮助负担严重的家庭照护减负松绑喘口气。

在漫长的照护拉锯战中，“一人失
能、全家失衡”成为无数家庭正在经历
的现实，他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经济
负担重，精力被严重透支，情感也在日
复一日的操劳中备受考验。

2019年，李女士因父母身体原因，
聘请保姆进行照护，当时保姆每月的费
用为3000多元。2020年老人因腿部旧
伤卧床，照护需求升级，2021年老人认
知与身体机能双重退化，需全程协助进
食、如厕、洗澡。此后，李女士先后通过
家政公司更换两任保姆，每月费用提至
之前的一倍多，但因保姆缺乏专业护理
能力——如将大量预制餐冷冻后加热
喂食、未及时预防褥疮导致老人患处反
复溃烂——最终均不欢而散。

经邻居介绍，李女士以每月 8000
多元聘请曾在医院做护工的保姆（每
周工作 6 天，休息日由子女接力照
料）。该保姆凭借经验提出两项关键
改进：将普通床更换为护理床、配置充

气波浪式护理床垫，配合血压计、雾化
机、制氧机等专业设备，最终治愈老人
褥疮。老人病情虽有好转，但经济与
心力的双重压力仍是大问题：父亲养
老金难以覆盖每月一万多元的住家照
护费，李女士还需每周奔波 20多公里
探望父母，无暇参与孩子成长或家庭
出游。

在通州工作的石家庄人田小刚一
家同样面临难题。父亲因脑出血偏瘫
卧床，请来的不住家保姆每月 3000多
元，费用虽然不高，却难消母亲陈女士
的心头顾虑。父亲田先生偏瘫后，一
半身子行动不便，语言表达也受限，还
抗拒纸尿裤，稍有不慎就尿床。保姆
每日从早 8 点到晚 6 点，忙着整理床
铺、喂饭喂药、更换衣物，隔两小时帮
老人翻身，下午还要清洗打扫、收拾家
务，即便如此，陈女士仍需时刻紧绷神
经，白天陪着保姆忙活，夜里老人起夜
频繁，她也得一次次起身协助，常常累

得坐着都能打瞌睡。田小刚心疼母
亲，可自己为分担保姆费用，加上全家
开销，需每天早出晚归打零工，实在分
身乏术。

照料失能老人的工作琐碎繁杂，
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定时为老人翻
身防止褥疮，再到时刻关注老人心理
状态，每一项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与精力。家庭中的主要照护者往往因
此失去了正常的社交生活，自身健康
也亮起红灯。经济上，除了照护费用，
老人的医疗开销、特殊护理用品购置
等支出，也让许多家庭压力不小。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失能老人的
家庭被问到是否考虑请护工时都会略
显犹豫。一方面，“老老人”心理上不
能接受家里有陌生人，“小老人”也不
放心把年迈的父母全权交给外人。另
一方面，市场价在6000—10000元的护
工费用及其他照护费用也让普通家庭
倍感压力。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照护困境下的家庭之重

在北苑街道养老照料中心，记者遇
到了满脸疲惫却又带着欣慰笑容的王
大爷。“给老伴翻身、喂饭，我这老腰实
在吃不消，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太沉。”王
大爷说，他曾因照顾患帕金森病的老伴
心力交瘁，“以前照顾她，我整个人都快
垮了，现在可算能松口气了。”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下，一位失能
老人往往会拖垮整个家庭，尤其是同为
高龄的配偶，照护起来力不从心。”北苑
街道养老照料中心负责人很了解这类家
庭面临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北苑
街道养老照料中心早在2017年就开始探
索“医养融合”新路径，定位“社区嵌入式
医养综合体”，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
级服务体系，居家护理服务覆盖率高达
68%，让老人日均社交时长较传统机构
增加2.3倍。

记者注意到，这里不仅配备了专
业的养老护理团队，还将医疗资源引
入其中，与潞河医院（三甲）、通州区
妇幼保健院（二甲）建立了 5 分钟应急
响应通道。通过北京市“智慧健康养
老示范项目”评审，配备了 AI 行为识
别摄像头与智能床垫等智能设备，老
年人在享受温馨生活照料的同时，能
随时获得便捷的医疗服务。

记者跟随护理员走进 68 岁陈阿姨
的房间，她因脑梗后遗症长期卧床。床

头的呼叫按钮旁，挂着家庭医生团队的
联络卡。“上周夜里，陈阿姨突然呼吸急
促，我们按下呼叫按钮，3分钟内社区医
生就赶到了，及时处理。”护理员小张回忆
时仍觉庆幸不已。如今，陈阿姨的老伴每
天都会来中心陪伴，一起在阳光房晒太
阳、聊天，脸上的愁容明显少了许多。

这两年，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推
进，类似的社区“嵌入式”医养结合模式
正逐步推广。采访中，不少老人向记者
道出了这种模式受欢迎的原因。“它通过
资源嵌入、功能嵌入，提供日间照料、康
复护理、精神慰藉，相当于给社区‘做加
法’；同时，它保留了老年人熟悉的社会
关系和生活环境，没有给老年人生活‘做
减法’。”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休息
区的长椅上，条理清晰地给记者分析起
来，“于被照料者而言，不离社区获得专
业照护，安全感和归属感增强；于照料
者而言，有效填补家庭养老功能在医疗
护理上的缺口，显著减轻照护负担。”

不过，外界力量帮忙的同时，家庭
成员仍不能缺席。相关调查显示，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愿意和子女长期一起
生活的比例为 60.7%。“即使老人入住养
老照料中心，有专人负责他的日常起
居，我们也鼓励子女视频连线定期远程
探望。”一所养老照料中心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

在“嵌入式”医养结合服务备受青
睐的同时，通州区对养老服务的探索脚
步并未停歇。“家庭床位”服务应运而
生，解家庭燃眉之急。

凌晨两点，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
86岁张德禄老人的卧室里，智能床垫
突然发出警报——老人离床时间超过
20分钟。三乐康复老年公寓的养老服
务平台瞬间接收到示警，值班人员立即
拨通了老人电话：“张爷爷，您是不是起
夜了？别着急，慢慢走……”

“一床解千愁”，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服务守护着众多老年人生活。由北京
无忧智护家庭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西
营前街养老服务驿站，自2015年便扎

根于此。2022年开启家床服务后，他
们成为163位老人的“生活管家”。先
天视力残疾且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缠身的鲍阿姨，曾固执地拒绝外界帮
助：“我实在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但驿
站工作人员用一次次耐心的走访，敲开
了老人的心门。当得知家庭床位能提
供从居家清洁到健康评估的全方位服
务后，鲍阿姨主动签约。一次意外中，
她脚指甲断裂，修脚师傅和家床负责人
接到求助后，深夜冒雨赶到。看着师傅
熟练地处理伤口，鲍阿姨眼眶湿润：“你
们就是及时雨啊！”

小杨各庄村幸福晚年驿站于2018

年成立，由北京日月星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运营，自2023年承接家床服务以来，
已为75位老人排忧解难。患有慢阻肺
合并心衰重症的詹爷爷，日常生活全靠
老伴郭奶奶照料。一天，驿站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时，发现詹爷爷突然手捂胸
口、面色惨白。工作人员立刻联系家
属，争分夺秒将老人送往医院。此后，
每月驿站都会协调车辆，全程陪同詹爷
爷就医。服务人员细心准备医保卡、病
历等物品，在医院跑前跑后。“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你们的帮助就是雪中送炭。”
郭奶奶眼含热泪地说。

而在三乐康复老年公寓，张德禄老

人的故事同样感人。作为全区规模较
大的民办星级养老机构，三乐自2022
年承接家床服务，覆盖于家务乡、马驹
桥镇、潞邑街道300余名老人。视力残
疾、搭有心脏支架的张德禄老人，在签约
家庭养老床服务后，生活彻底改变。家
里装上了开门警告提醒装置，专业护理
人员通过智能床垫实时掌握他的生命体
征。一次老人不慎摔倒导致脊椎压缩性
骨折，康复期间，护理人员每日上门送
餐、取药，陪他聊天、包饺子。春节时，
老人特意邀请专属入户服务员与家人

共度新春，举杯时他感慨：“没想到不用
离开家就能享受养老院级别的服务！”

为确保服务质量，各机构也各出高
招。西营前街养老驿站通过微信、电话
回访收集意见；小杨各庄村幸福晚年驿
站每月电话回访，核实服务数据；三乐
康复老年公寓则建立24小时投诉热
线，每半年开展上门满意度调查。这些
举措，让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服务真正为
老人解燃眉之急，暖岁月之寒。

“家庭床位”不离家享受养老院级别的服务

“喘息缓解”让家庭成员喘口气

“嵌入式”医养结合 不离社区获专业照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