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2023年 10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丁龙

10月18日，江北区华新街街道
大兴社区食堂正式开门迎客，当天就
吸引了200余位老人及居民前往用
餐。

这个社区食堂为何如此受欢迎？
“社区有2万多居民，其中常居

60岁以上老人近3000人，一日三餐
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另外，社
区老人绝大部分为原重钢第三钢铁
厂的退休工人，收入不高。”华新街街
道大兴社区党委书记张正勇介绍，近
年来，不少居民向社区反映，家中老
人吃饭很不方便，希望社区可以提供
助餐服务。

去年底，大兴社区将建设社区食
堂纳入议事日程。此时，华新街街道
开设的首个社区食堂——桥北社区
食堂已是声名大噪的“网红”食堂。
大兴社区前往桥北社区“取经”后，决
定借鉴桥北社区食堂经验，先引入一
家口碑好、价格低、有公益心的市场
主体。华新街街道对此大力支持，每
年给食堂承办方补贴5万元运营经
费，实行民建公助。

张正勇和同事们考察了辖区三
家中餐厅，2019年开业的和味楼餐
馆评分最高，“首先，和味楼位于社区
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其次，这家餐馆
价廉物美，很受居民欢迎；最后，老板
有公益心。”

开业当天，记者“逮到”忙里忙外
的和味楼老板王利。她说，自己是第
三钢铁厂厂区子弟，一家人都对这片
区域感情深厚，非常愿意和社区合
作，给老年人提供热腾腾、香喷喷的
一日三餐。但一开始心里还是有些

“打鼓”，怕经营得好好的餐馆因此走
下坡路。

“试运行5天，注册的老年会员
就超 1600 人，每天有 100 多人用

餐，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王
利说，过去餐馆的特色菜如菊花鱼、
水煮烧白、干拌牛肉继续保留，为迎
合老年人口味，大厨们特别增加了
烧白、粉蒸肉等蒸菜，萝卜炖蹄子、
番茄滑肉等汤菜，把大部分炝炒改
为蒜炒，80多道备用菜中80%为清
淡菜。

和桥北社区食堂一样，大兴社区
食堂也实行会员制，华新街辖区老人
可免费办会员，辖区外老人每年会员
费25元。食堂推出自助餐、小碗菜
两种模式，入会老人13元可享受每
餐5荤5素，非会员老人则为15元；
考虑到有些老人食量较小，食堂还推
出8元一荤一素的爱心餐。

记者看到，食堂外的面点铺也
很受欢迎，1元一个的三钢大馒头、
1.5元一个的三钢大花卷、2.6元一
个的三钢大肉包，吸引不少老人抢
购。

走进人声鼎沸的大兴社区食
堂，几位穿着红背心的社区志愿者
正在维持秩序。墙上的老照片和食
堂饭票、角落处卖冰糕的老自行车、
模仿厂区小卖部打造的柜台……食
堂内部的装修风格充满浓浓的怀
旧风。

“这里和当年厂里食堂装修得很
像，但更好。你看，坐在一起吃饭的
都是厂里的老工人，大家就像回到了
年轻时！”78岁的童胜利和妻子边吃
边与邻桌摆谈，“年纪大了做饭不利
索，社区食堂离家步行10分钟，以后
不为吃饭发愁了。”

看着社区食堂大受欢迎，王利计
划着趁热打铁推出特色菜或针对年
轻人的套餐，尽快从依靠“政府输血”
向“自我造血”转变，她有信心实现社
区、企业、居民三赢。

一个社区食堂
5天注册老年会员超1600人

近日，在位于渝北区冉家坝的光
大百龄帮·龙山老年养护中心，90岁
的冷恩惠和88岁的阴云织吃过早
饭，在房间里看电视新闻。

“爷爷奶奶，你们又该走圈圈了
哦！”护士长黄声巧和责任护理员唐
洁推着两个助行器进屋，两位老人在
他们搀扶下起身，开始一天的锻炼。

两位老人是天津人，退休前一个
是海洋石油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一个
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长期在北方
生活、工作的他们为什么选择到重庆
养老？

儿子冷晓凌说，他们三兄弟天南
地北发展事业，父母不想给他们增加
负担，一直独居。随着年事愈高，他
们有了入住养老机构的想法。这些
年来，大连、旅顺、威海、天津、北京，
父母入住过好多家养老机构，但总是
不太满意。

“比较来比较去，我们总感觉没
有依托。”冷恩惠说，对高龄老人来
讲，那些养老机构最大的问题是“看
病的地方不养老、养老的地方不看
病”，他们希望能找到一家医养结合
机构。

冷晓凌是重庆女婿，在成渝两地
有不少业务。今年8月，他在重庆朋
友陪同下考察了重庆七八家不同类
型的养老院。“光大百龄帮·龙山老年
养护中心吸引我的有三点：首先它是
央企旗下的养老连锁品牌；其次，这
里位于冉家坝中心，闹中取静；第三
点是最重要的，机构内设一级医院，
有完整的住院部，各种检查设备一应
俱全，老人突发状况，医生可第一时
间上楼处理。”

考虑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9月
24日，龙山老年养护中心派出黄声
巧和唐洁飞往天津，与家庭保姆交
接，陪同两位老人来渝。

入住至今不到一个月，两位老人

给出了好评——
这里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活

动，他们学习非洲鼓，唱卡拉OK，参
加集体生日会。

阴云织之前做了髋关节置换术，
入住后，医生为其设计了功能锻炼，
并安排护理员督促二老上午下午各
走3圈。

“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微信群里发
老人的照片和视频，爸妈的精神状态
比在天津家里好了很多。他们这把
岁数，物质上的需求已经不高了，就
需要人文关怀和随叫随到的贴心服
务。”冷晓凌计划明年把在美国养老
的岳母也接回重庆。

光大百龄帮·龙山老年养护中心
院长丁平介绍，为了破解冷爷爷口
中“看病的地方不养老、养老的地方
不看病”难题，中心自2013年成立
后，就开始探索“机构养老”的升级
之路——医养结合。

2018年，百龄康康复护理院经
渝北区卫健委批准正式成立。这是
一家民营一级医院，设在养护中心
内，主要解决老人就医难、照护难、康
养难问题，让他们不再医院、养老院
两头跑。

现在，百龄康康复护理院有30
余名医务人员，每天开展巡诊、发药、
监测生命体征和日常健康管理，提供
老人生活、健康、康复所需的常规护
理、特殊护理和专业护理。如遇疑难
杂症，可第一时间通过绿色通道转诊
重庆市中医院南桥寺院部、渝北区第
二人民医院。同时，护理院还为养护
中心培训了20余名养老护士，分驻
休养区各楼层。

这几天身体状态不错，冷恩惠、
阴云织两位老人把行李箱中的老照
片取出来，布置在房间里。他们说，
现在算是有了“心安处是吾家”的
感觉。

一个养老机构
医养结合引来外省老人

10月19日下午，九龙坡区谢家
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数十位老人正
坐在大堂里，跟随照护人员上绘画
课。下午5点过，下班回来的子女顺
道将老人接回家。老人们像孩子一
样挥手道别，约好第二天又来。

谢家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自
2019年开始筹建，全程参与的重庆宏
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杨沛向记
者介绍了它的“诞生”和两次“升级”。

“如何既不离开熟悉的生活环
境，又能享受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是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大民生热题。”
杨沛说，2019年，随着全市养老服务

“千百工程”推进，九龙坡区谢家湾街
道筹建养老服务中心。宏善养老中
标后，在辖区选定了位于谢小路边的
这栋闲置物业。

“这里过去是一家民办医院，闲
置已久，但地理位置上佳，临近育才
中学、谢家湾小学、万象城。”杨沛介
绍，租下整栋物业后，宏善养老投入
资金进行内部改造。2020年8月，
3800平方米的谢家湾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投用，九龙坡区民政局每年补贴
运营方宏善养老20万元。

杨沛说，刚开始养老服务中心的
基本功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嵌入式
养老服务机构，解决1.5公里半径内
的刚需养老问题。中心设有120张
床位，重点满足老年家庭日托、中短
期全托以及喘息服务需求，给老人提
供一个家门口的活动场所。

2021年3月，养老服务中心迎来
第一次“升级”。此时，宏善养老通过
招投标，承接了谢家湾街道11个社区
养老服务站的社会化运营。九龙坡

区民政局每年给予每个站点8万元至
12万元不等的运营补贴，区民政局每
年委托专业机构对社区养老服务站
运营情况进行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
为政府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

宏善养老通过社区养老服务站，
入户摸底辖区老人特别是高龄、空
巢、独居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逐步
丰富服务内容。目前已能提供健康
管理、志愿服务、文化教育、助餐助浴
等7大类30余项服务。

杨沛认为，此次“升级”，养老服
务中心变身为养老指挥中心，实行中
心带站、相互联动，通过多样化的服
务供给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2022年，养老服务中心迎来第
二次“升级”——为解决高龄独居、失
能半失能老人缺乏照料的难题，九龙
坡区试点开展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支
持计划，在谢家湾街道选择16户老
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宏善养老
作为计划中的服务供应商，每个月派
出照护人员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政
府每户每月补贴600元。

“这次‘升级’，我们把专业化的养
老服务延伸到家庭，让老年人家中的
床位也成为具备‘类机构’照护功能
的床位。”杨沛说，两次“升级”下来，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触角越来越长，
一个中心、11个站点总共有65个综
合照护人员为辖区老人服务。他们
背后，还有宏善养老社工团队支撑。

“对于我国老人而言，居家、社
区养老依然是多数人的选择。”杨沛
非常看好未来的居家照护市场，这
也是谢家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努力
的方向。

一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专业化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

当前，我国养老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日前，本报记者聚焦助餐、
照护、就医服务三大养老刚需，深入社区食堂、“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医养结合机构
开展取样调查，并邀请专家支招，希望为重庆老人过上有温度有品质的老年生活提供
助力。

核 心
提 示

大兴社区食堂构建的政府引导
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是
老年食堂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趋
势。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社区老年食
堂具有开放性、公益性、普惠性等公
共服务属性，旨在更好地满足老年群
体的多元化助餐需求。长远来看，引
入市场竞争机制是实现社区老年食
堂高效化供给的重要实施路径。因
此，如何有效解决社区老年食堂的公
益与盈利平衡难题是亟待思考和解
决的重要命题。

就下一步工作而言，我市仍需

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服务
群众、注重实效”的原则来推动老
年助餐服务朝着标准化、市场化、
规范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注重
增强产业内生动力。具体来说，可
从以下几点着力：一是强化顶层设
计，完善政策体系，推进社区老年食
堂标准化建设；二是加大财政支持，
激发市场活力，鼓励探索多元化经
营模式；三是细化权责分工，丰富监
管手段，建立健全社区老年食堂检
查机制；四是引入科技创新，依托互
联网云平台，建设全链式智慧老年
食堂。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院长潘孝富：
谢家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了具备全日托养、日间照料、上门服
务、供需对接、资源统筹等功能的区
域型养老服务中心，强化了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能力，符合国家支持当地养
老服务机构、餐饮场所等增加助餐功
能，支持社区助浴点和入户助浴等多
种业态发展的规划。

该项目的“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支
持计划”紧跟了国家倡导的“扩大惠
及全民、均衡合理、优质高效的
养老服务供给，有效增强
家庭养老照护能力，
健全兜底养老服
务 ，扩 大 普 惠
养 老 服 务 资
源”的政策，

做出了一定的亮点。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市在养老

服务的提供上应继续强化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能力，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
构建具有我市特点的城乡老年助餐服
务体系，支持高质量多元化供餐，建立
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二是继续大力
发展助浴助洁服务，引导助洁服务覆盖
更多老年人；三是加强居家老年人巡访
关爱，建立居家养老巡访关爱服务制

度，实行普遍巡访和重点巡访
相结合的服务；四是

加快发展生活性
为老服务业，

提高老年人
生活服务
可及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学院院长田奇恒：

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
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龙山老
年养护中心为养老机构开展医养结
合服务提供了一个样板。

医养结合须由民政、卫生健康等
多个部门协同推进，动员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建立以养老服务为基础、医
疗服务为支撑的健康养老服务体
系。因此，推进医养结合的关键问题
在于实现医养有机衔接，为老年人提
供方便可及、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
障的普惠养老服务。

推进医养深度融合需要坚持系统
谋划、综合施策，注重整合资源、协调
发展，具体的着力点有：一是完善医养
结合政策体系，为发展多元化、多层次
医养结合服务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
动医疗养老资源共享，支持医疗卫生
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建立一体化、连
续化的服务衔接机制；三是发展居家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促进医养结合服
务向社区、家庭延伸；四是加快医养结
合人才培养培训，引导医务人员从事医
养结合服务，壮大失能照护服务队伍。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宝：

【专家建言】

【专家建言】

【专家建言】

迭代升级 老人养老变“享老”
——重庆养老样本调查

10月18日，江北区大兴社区食堂正式营业，吸引了社区大量老人和居民
前往用餐。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10月19日下午，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坐在大堂里
看电视。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位于光大百龄帮·龙山老年养护中心内的百龄康康复护理院，让老人不
再医院、养老院两头跑。 记者 梅耀 摄/视觉重庆

（本版稿件由本报首席记者张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