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要是有急事袁一按按钮就
有人通知医生过来冶

早上 7 点半，临川区青云
街道的赵开红老人打开手机，

通过社区服务微信群点了单，

想请人把家里的油烟机擦洗

下。不久后，门铃响了。“阿姨，

今天还是我来咯。”社区服务人

员徐智提着工具箱，笑着换上

鞋套走进屋，动作很麻利。

“现在咱老年人也能在社区

‘下单’了，擦油烟机、擦窗户，20
元就能搞定，方便又实惠！”赵开

红一边说，一边给服务人员递

水，“送药、理发……有需要都可

以找他们，手机上一下单，就有

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临川区依托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社区综合养老服务站，构

建起“点单+接单+派单+评单”
的服务机制。老人或其子女通

过手机小程序、电话热线、社区

网格微信群，就能“一键下单”

预约助洁、助餐、陪诊等服务，

低保、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还能

享受政府兜底保障。

临川区西大街街道的晏慧

珍老人今年 72 岁，腿脚不好，
除了靠女儿定时回来照应，她

还有一套“办法”：翻出一个厚

厚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密密麻

麻的日期和内容———“4 月 5
日：送餐；4 月 8 日：洗衣；4 月
13 日：代取药。”
“这些服务，不是我掏钱买

的，是用我前两年攒的‘时间’

换的。”晏慧珍解释，3年前，她
参与了“时光益站”养老互助服

务———“年轻存时间、高龄换服

务”，每小时志愿服务可获得一

个时间币，年满 60 岁即可兑换
平台服务。时间币既可自用，也

可转赠配偶或直系亲属，或捐

赠给平台用于公益储备。

在身体还硬朗的时候，晏

慧珍经常主动上门帮年长老人

做清洁、送饭、陪聊天，一点点

攒下 700 多个时间币。晏慧珍

笑着说：“现在身体不好，自己

变成需要帮助的人了，才发现

以前帮人的‘时间’真顶用。”

如今，“时光益站”已有注

册志愿者 3800 多人，累计服务
时长超 6万小时。

最近，临川区孝桥镇居民

韩明祥很高兴，他成了“家庭养

老床位”签约户后，被列入重点

服务对象。镇卫生院每周会安

排医生或护士上门巡诊、量血

压、送药、做康复。“最让我安心

的是这个。”他指了指床头的红

色紧急按钮，“要是有急事，一

按按钮就有人通知医生过来。”

不住进机构，也能享受专

业照护。在临川区，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与居家适老化改造同步

推进。当地对高龄、独居、失能

老人制定“一户一策”服务清

单，开展个性化评估与动态巡

查。截至目前，全区已签约家庭

养老床位 2500 个，建成智能护
理系统超 1300 套，完成适老化
改造超 1065 户，聚焦空巢、独
居、高龄等人群，实现“在家就

能养老”。

野一站式满足老年人耶家门口爷
养老需求冶

米粉蒸肉、梅菜扣肉、虾仁

蒸蛋……中午不到 11 点，青云
街道县学岭社区中科慧康养老

服务中心开办的幸福食堂内，

老人们就开始在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有序点菜、就餐。食堂根据

当季特色制定菜品，每天提供

近 20 种不同菜品，辖区内 60
周岁以上低保老人等“六类人

群”只需办一张就餐卡，便可享

受餐食，政府每餐补贴 4.5 元。
为解决老年人“吃饭”问

题，临川区在辖区内社区积极

打造幸福食堂助餐服务体系。

2024年 5 月，临川区出台了《临
川区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方

案》，为老年助餐机构和老年群

体提供分类补助。目前，全区在

县学岭社区、穆堂路社区等地

建设了 18 个助餐点，在东岳观
社区等地建设了 10 个配餐点。
同时，计划在具备助餐条件的

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开展助

餐服务，惠及更多农村老人。

走进西大街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漂亮的

3层楼建筑。楼下是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楼上是养老服务中心，

东临市立医院，西接人民公园。

以前，这里是市园林局，搬迁后，

临川区将其改建为社区养老机

构。目前，该养老服务中心已推

出康护预防、日间照料、居家养

老服务、老人助餐等多种服务，

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

到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的养

老服务。自运营以来，平均每日

接待老人约 50名。
“随着城市老年人口不断

增多，城区养老场所不能满足

养老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我

们整合城市部分市区单位的闲

置用房，用于发展社区养老；同

时，联合社区共同建设融合了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功能的社

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就

近方便、优惠优质的养老服务，

一站式满足老年人‘家门口’养

老需求。”临川区民政局局长戴

勇义说。

雨后傍晚，来到临川区荆

公路街道铂金水岸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晚饭后在

走廊休息，医护人员正在给老

人们测量血压。在这里，来自周

围小区的 50 多名老人除了能
享受就餐、助浴、理发等生活护

理服务外，还能享受日常健康

监测、健康知识教育、中医理

疗、康复护理等医疗护理服务。

“社区嵌入式医养服务，能

让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得到及时

满足，提升生活质量。”该养老

服务中心运营方、抚州市中科

慧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聂飞玲说。

临川区围绕打造“15 分钟
居家养老服务圈”，采取新建、

配建、改建、租赁等方式，整合

利用闲置设施资源，着力破解

养老服务设施供给难题，持续

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网

络。目前，全区建成城市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42 个，其中 4 万余
名城市老年人可实现就近就

便、原居安养。城市社区建设有

8 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
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有

机结合。

野现在袁健康养老服务中心
就是家冶

午后，临川区抚北镇健康

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吃完

午饭，有的直奔书画室，享受创

作乐趣；有的邀上好友，悠闲散

步……

“以前，不想来。现在，健康

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家！”今年

71 岁的老人饶良生，入住抚北
镇健康养老服务中心 5 个月，
生活居住、社交联谊、运动娱

乐，归属感满满。

2021年开始，临川区整合资
金、人员、场地等农村养老资源，

对床位不足 40张且收住人数少
于 10 人的乡镇敬老院进行合
并，建设农村区域性中心敬老

院，完善居住、助餐等服务。

去年 12 月投入使用的抚
北镇健康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周

边抚北镇、展坪镇、桐源乡，占

地面积 10 亩，有双人间、三人
间等不同房型床位 60 张，集生
活居住、文化娱乐、健身康复、

医疗保障、社会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

老饶领着记者走进自己的

房间，冷热水、空调、监控、无

障碍通道、网络系统、呼叫系

统等设施一应俱全，“你看看，

这不就和住酒店一样啊！”老饶

笑着说。

“还没完———这是我刚才

下象棋的棋牌室，旁边是书画

室、阅览室、康复室、活动中

心。”老饶说，“有饭吃、有事做、

有伴玩，你说说，这里是不是挺

好？”

抚北镇健康养老服务中心

负责人刘志梅带记者穿过一楼

走廊，“医养绿色通道”几个大

字赫然眼前。“你看，这栋连体

楼就是镇卫生院，老人们有个

头疼脑热，或者紧急情况，走几

步就能处理。医和养，无缝衔

接。不光老人们少了后顾之忧，

我们工作人员也少了担惊受

怕。”刘志梅说。

医疗保健是重要的养老需

求。在规划建设农村区域性中

心敬老院时，临川区充分考虑

老人的就医需求，进一步整合

资源，把敬老院建在乡镇卫生

院旁边，或同时新建，卫生院定

期安排医护人员到敬老院为老

人进行健康体检、疾病诊治、康

复指导等服务，建立健康档案，

监测老人的健康状况，为老人

提供便捷的医养服务。

“实行各院自主运营，相

互融合的管理模式，敬老院与

卫生院签订合作协议，明确了

职责和义务，双方在服务内

容、人员调配、资源共享等方

面达成共识。”临川区民政局党

组成员、区社会福利中心主任

黄萍说。

临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区将进一步提升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服务水

平，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

板，建设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合

力托起“最美夕阳红”。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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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养老服务新途径新模式新方法

家门口养老袁呵护银发族幸福晚年

临川区铂金水岸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袁医护人员陪老年人做康复训练渊郭昊/摄冤

临川区县学岭社区一老一小幸福食堂袁工作人员为老年人打菜渊郭昊/摄冤

在社区食堂安排志愿

者给老人提供送餐

服务，引入国内知名养老服

务企业，吸引社会资本建设

医养中心……作为全国养老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之

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聚

焦解决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

瓶颈问题，不断增加设施供

给、加大资金投入、提升服务

质量，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新

途径新模式新方法，持续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更

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