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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末，安庆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92.7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2.31%。同2021年
相比，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1.09个百
分点。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近年来全市围绕养
老服务，大力推进适老化改造和老年食堂建设；公
共服务场所不断完善助老设施，满足老年人办事、
看诊需求；社区把关爱老人纳入工作日常，部分社
区还探索“初老服务老老”模式，营造浓厚的扶老
助老社会氛围。

提供因地制宜的扶助

适老化改造主要针对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范围的高龄、失能、独居、残疾老年人家庭，城乡低
保对象中的高龄、失能、留守、空巢、残疾老年人家
庭及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今年全市已完成
3443户适老化改造。

10月13日，记者来到菱湖新村徐贤英老人家
中，现年 68 岁的徐贤英肢体二级残疾，且伴有多
种慢性疾病，在家行动多有不便。“今年政府给家
里安装了不少辅助设备。”讲到适老化改造，老伴
李谟广向记者介绍，门口的电铃、室内墙壁安装
的扶手、房间的移动坐便椅、床边摆放的起床助
力架、床上加装的红外人体移动传感器，还有无
线烟雾传感器、监控仪等智能设备，这些设备的
安装和使用，为日常居家生活带来了便捷，也提
高了安全感。

几年前，80岁独居老人张时文因脑梗导致腿
疾，今年家里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增设了一系列辅
助和智能用品。“以前起床很费劲，自从装了起床
助力架后，对我用处很大。另外还安装了网络和
智能视频设备，平时可以看看电视剧、新闻，了解
天气情况。”张老说，卧室和卫生间还安装了一键
报警器，如果一个人在家发生状况，可以按键求
助。虽然一次没有试过，但有了这些设备，独自居
家安心多了。

对于像张老这样的空巢老人，光荣社居委工
作人员韦武表示，他和网格长每周会上门探视，了
解老人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同样，华茂社居委对
于空巢高龄老人的需求也是有求必应。最近，家
住纺织西村的魏珩夫妇希望社居委帮忙给卫生间
更换纱窗，华茂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来到魏老家
中，先查看了卫生间窗户的安装样式，再联系人员

上门测量定制纱窗。
魏老的老伴今年 84 岁，腿脚不便，政府去年

对家里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备了助步器、马桶
助力架，安装了扶手等，附近的老年食堂也解决
了他们的日常就餐问题。目前对他来说最大的
难题是爬楼。“在这儿住了快40年，随着年龄的增
长，越来越觉得上下楼吃不消，希望可以加装电
梯。”魏老说。

对此，朱凤梅也表示，有部分老人来社区咨询
过加装电梯一事，但目前都没有一致的计划。“纺
织西村居住的大多是老年人，对于空巢老人，我们
会定期上门探视，及时掌握生活现状。未来社区
将利用闲置房产尽可能多地引进养老服务机构。
同时也希望更多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开展上门助
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朱凤梅说。

助老服务氛围浓厚

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部分公共服务场所看
到，助老设施日益齐备，暖心服务日渐完善。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中央的志愿者服务
站里配备了一系列助老物品，如轮椅、老花镜、写
字板、药箱，助听器等。工作人员介绍，每天登记
的轮椅借用数量有5至6次，配备的4个老花镜也
全部借出。服务站还专门设立了老年人办事服务
台，满足老年人的办事需求。

除了志愿者服务站，其它部分业务区域也单
独设立了便民服务台，如税务窗口每个台面上都
配备了老花镜，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老年人有办事
需求，他们会陪同老人一起办理相关业务。

在天柱山东路的几家银行内，记者看到休息
区摆放了放大镜、老花镜，提供适老化服务咨询，
并开设敬老爱心窗口，大厅里设置了老年人服务
专座、爱心测血氧以及老年人防诈骗宣传海报。
一家银行的大堂经理介绍，老人可优先办理业务，
近期各网点还印制了适老化支付上门服务爱心
卡，针对高龄、重病、伤残等行动不便或无自理能
力的客户，如有金融需求，可以电话或代理人上门
联系预约上门服务时间。

此外，城区多家医院门诊大厅导医台也配备
了老花镜、写字板，并根据老年人需求提供志愿陪
诊服务。市二院门诊还开展患者“呼叫服务”系统
新模式，“来院就诊的老年人居多，为了保障老年
患者就诊过程的安全性，我们在门诊各楼层人群
聚集处均安装了可视电话呼叫器，可直接连接门

诊‘服务中心’和门诊导医，使各楼层有需要的患
者随时随地按快捷键寻求医务人员帮助和支援，
让患者就诊舒心、放心。”市二院门诊办公室副主
任陈洁介绍，医院门诊在全市最早实行“全程陪
诊”服务模式，需要陪诊服务的市民，只需拨打陪
诊服务台电话即可预约。

社区上演“老友记”

老人日常出行不便怎么办？空巢老人怎么照
顾？空闲时间如何打发？近年来，先锋社区倡导
的“初老服务老老”模式，打开了居家养老的新局
面。先锋社区管辖的生活小区有三分之二是无物
业的老旧小区，其中居住的多是老年群体。社区
发动网格员的组织力量对楼栋的老年人，尤其是
空巢老人进行日常帮扶。

10月20日，记者来到十七号大院，该楼栋三单
元共7层，65岁的网格员秦英目前帮扶的独居老
人有7人。居住在二楼的吴奶奶85岁高龄，是老
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她家是老友们的“根据地”，
大伙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打麻将。秦英介绍，吴奶
奶平时下楼不方便，每天都是她们老姐妹帮着带
菜，大家轮流烧饭聚餐，十分热闹。

比十七号大院“老友”规模更大的是跃进小
区 6 栋，网格员是 58 岁的陈美玉，她租的这间小
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年驿站”，前后有二十
位老人来此歇脚聊天，遇到传统节日还一起包
饺子庆祝。老人中年龄最大的 90 岁，平均年龄
近 80 岁。“驿站”从早上 5 时开门，一直“营业”到
晚上 11 时。陈美玉说，之前因为家住 7 楼，考虑
到父母爬楼太累，所以在社居委的支持下租住
了这间一楼的平房，“大家相处得像一家人，哪
家有事需要帮助都义不容辞。每天老友们都会
照个面，如果哪位没有露面，我会打电话询问，
因为这边有不少独居老人，对于他们的情况要
及时掌握。”

考虑到跃进小区缺少老年活动室，先锋社区将
车库翻新，老人自发清扫，整合成活动室和车库共
同体，满足日常休闲娱乐需求。“这种‘初老服务老
老’模式目前正在探索阶段，我们希望将这种模式
复制推广，待条件成熟后与社区儿童共同组织开展
活动，让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成为一种习惯，让孝
老敬亲成为社区新风尚。”先锋社区党委书记金媛
说，重阳节前一天，社区还组织开展了“先锋邻里
宴”包饺子活动，居民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品质”养老让生活更舒心

10月是全国“敬老月”。敬老爱老不仅体现了人性之美、家庭之美、和谐之美，更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让老年人的夕阳更红、桑榆更美、晚年生活更幸福，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即日起，本报推出“当你老了”系列报道，去看一看目前我市老年人生活现状，敬请关注。当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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