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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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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浪潮来袭
养老服务业要“跑步向前”
省政协委员建议建立“爱心储蓄银行”为自己“养老”

《桃姐》：养老服务业

推荐指数：★★★★★

桃姐为少爷罗杰的家族工作

了整整六十年，伺候过老少五代

人。如今桃姐年逾古稀突患中风，

罗杰突感茫然，又忙于工作四处奔

波无暇顾及，在桃姐的要求下，只

好把她送去养老院。

可是跑了好几家养老院，罗杰都

不满意，这些养老院不是设施陈旧，

就是服务人员素质差外加不专业。

养老院工作人员：嫌我们这里

差啊？你还住不上呢！这里床位紧

张得很，想住的话在后面排队吧。

罗杰：……（无语凝噎中）

桃姐：罗杰，你真没用啊，成天

说自己靓仔，怎么连一家养老院都

找不到？

罗杰：桃姐，你别光说我。你

这么靓女，人家也不愿意收你啊！

影片背景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省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的

14.525%，65岁以上老年人占户籍

人口的10.18%，高过全国平均水

平。到2015年，预计我省60岁以

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075万人，约

占总人口的15.2%；80岁以上高

龄老人将达到100万人，约占老年

人口比重9%，高龄化趋势进一步

加剧。

面对滚滚而来的银发浪

潮，如何让老人度过一个安稳

幸福的晚年，成为社会共同关

注的问题。

据统计，全省现有各类养

老 机 构 2238 个 ，床 位 19.7 万

张 ，仅 占 老 年 人 口 总 数 的

1.98%，每 100 个老人拥有不到

2个床位，老人入住难，且很多

存在设施差、人员素质低、费用

高等问题。

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总体供给不足

观影共鸣

多年来，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缓慢，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大多不

能得到满足，养老服务市场始终

处于较低水平。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

老市场的主体缺位，也就是企业

缺少进入养老市场的积极性。”在

省人大代表张莉看来，养老服务

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这对很多

企业来说，充满陌生感。

“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

无限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的新兴

市场，只要政府积极鼓励扶持，这

个产业和市场一定能够得到长足

发展。”张莉说。

“如果养老护理人员能像幼

师一样做到持证上岗，同时也能

享受与幼师同等的社会职称待

遇，相信相关人才会大大增加。”

省人大代表张莉认为，有条

件的普通高校和职业学校，可以

在相关专业开设老年学、老年护

理学、老年心理学等课程，培养专

门人才；各地的劳动就业培训部

门也要增加养老护理知识、家政

服务等方面的培训内容，并针对

不同老年群体制定不同的培训课

程，鼓励从业、就业于养老、托老

事业，以便为老年人提供周到、便

捷、高效、体贴的专业化服务。

养老服务市场发育迟缓，养老服务业人才紧缺

影片分析

省政协委员阮良之认为，政

府应将老年护理机构的建设和发

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制定

老年护理医疗、老年护理员的配

置方案、人员和设施标准，动员民

间和社会力量，兴办适合不同需

求的老年公寓、老年福利院、老年

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各类养

老服务机构，并适当提高每万名

老年人的床位数指标。

“要规范养老机构的服务标

准，并将服务标准与服务收费标

准进行挂钩，实行优质优价。另

外还要建立相应的财政补偿机

制，按照规模、档次，对社会办养

老机构给予一定的一次性建设

补贴，并按照实际占有床位数每

月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阮良

之觉得，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

养老机构的管理才能发展得更

快更好。

“我这次带来的议案是跟居

家养老有关的。”省人大代表顾

琴芬开门见山地说。在她看来，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在家中

养老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创新。

“有些地方的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是完全依托企业的呼叫平

台，而我倒觉得人和机器能够结

合起来，探索出合肥独有的居家

养老服务模式。”顾琴芬说道，

“这是更人性化的体现。”

顾琴芬建议，可以打造“1+

1+3+N”的模式，完善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

“1是辖区卫生所，1是康复

医院，3是志愿者、文化和家政等

团体。”顾琴芬解释，“N”指的是

社居委开通的热线电话。

这样，如果市民需要家政、清

洗等居家养老服务，可以直接拨

打社居委的热线，社居委会及时

跟相关单位取得联系，将养老服

务送到居民家中。

政府要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

观后建言

在省政协委员夏爱诚的设想中，“爱心

传递自储式养老”是指当一个人尚在年轻

或身体健康时自愿义务为年老者服务，把

服务的时间“存储”起来，等到本人年老或

生病需要他人为自己服务时可以“支取”当

初“存储”的服务时间，多“储”者多“取”。

政府需要做的是要把这种“爱心传递自储

式养老”服务体系融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中，并建立起管理信息系统。

“爱心储蓄银行”主要负责记录志愿者

服务的内容和时间，对志愿者进行注册管

理，把志愿者的服务时长作为“爱心”存储

起来。在志愿者需要时可优先获取各类志

愿服务。

“通过爱心储蓄方式来维系慈善爱

心，让爱的价值更具社会保障功能，从而

实现爱心持续流通，并不断增值，最终使

全社会受益。”夏爱诚说，“爱心银行”并

不是他的首创，十几年前，上海虹口区晋

阳居委在全国首创了低龄老人为高龄老

人提供护理“时间储蓄”式养老方式；常

州西三村社区亦探索出以“今天我帮你，

明天你助我”为核心内容的服务时间储

蓄制。

在社区开设“老饭桌”
省人大代表张莉认为，老年人家里只

有两口人甚至一口人，每顿饭吃不多，却仍

要经过繁杂的买、洗、烧，很是麻烦。“做少

了太单调，做多了就只能吃剩菜。”

针对当前解决居家养老难以一步到位

的实际情况，张莉建议可以像为孩子们设

立“小饭桌”一样，为老人们也可以设立“老

饭桌”。张莉说，“老饭桌”可以开在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站，由社区房屋改建而来，政府

提供若干个公益性岗位，米面油等由街道

办事处解决。每人每顿饭收成本费5至10

元，每开办一张“老饭桌”政府可给予一定

补贴。

记者 李皖婷 王玉 俞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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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爱心储蓄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