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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健康旗下的奥悦之家以“相
知相伴，悦享一生”为品牌理念，嵌入
社区，并组建了一批由业界康养专家
组成的专业团队，以社区养老为入
口，全面带动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
旅居养老服务，搭建起线上智慧健康
平台、贯通线下健康一卡通，提供生
活、健康、快乐等全方位康养服务，向
长者提供康复护理、生活照料、助餐
配餐、医疗保健、日间托管、文化娱
乐、情感关怀、安全援助等专业的个

性化服务。
奥悦之家根据社区的客群定位引

进日本等地养老经验，让业主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包括中医保健、健康管理、
康复理疗、老年大学、适老化改造、老年
用品辅具使用等优质养老服务。目前
五华奥园、奥园冠军城、奥园悦时代、奥
园·公园壹号、番奥社区、萝岗奥园社区
等6个社区的奥悦之家已开始试业。

为大力发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给长者提供专业化的康养服
务、护理服务、养老服务，奥园健康还
与麦迪健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结
合麦迪健康系统化健康教育引导、健
康信息分析、健康管理辅助的专业知
识和服务经验，推出七大社区居家健

康管理服务项目——家庭病床、家庭
医生、居家养老服务、居家护理服务、
家政服务、适老化改造、健康讲座和健
康检查，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具有信赖
力的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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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妻子有重
度老年痴呆，需要入住养老院，而丈夫
生活尚能自理，不愿意住养老院，但他
又没有能力照顾妻子。去年，广州市民
政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三个区
试点建设家庭养老床位。这个家庭就
成为了首批受益者之一，为重度痴呆的
阿婆申请了24小时家庭养老床位。

据了解，目前广州已经开设了293
张家庭养老床位，这个数字每天都在
增加，预计到今年底会增加到至少
400张，并将在这400张床位中探索形
成一种可复制、可持续化运行的经验，
为下一步在全市全面铺开作准备。

据悉，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 3
个试点区内的 60 周岁及以上的户籍
居家老年人,如有养老专业服务需求
但因各种原因无法入住养老机构的,
或目前家庭有一定的照料条件暂时不
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经广州市老年
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评估为照顾等级

2-5级,可申请建设养老家庭床位。
养老服务机构将为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家庭进行必要的适老化和智能化
家居改造,例如,安装网络信息服务系
统和电子信息服务设备,包括紧急呼
叫、语音或视频通话，生命体征监测，
门磁、烟雾、燃气感应报警等设备设
施,进行安全扶手、地面防滑等居住环
境适老化家居改造。这部分改造服
务，政府为每张床位补贴3000元。

接下来养老服务机构将为长者们提
供24小时的远程监控和动态管理。每天
至少有一个小时，会派出专业的工作人员
上门为长者提供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医
疗护理、康复训练等，长者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身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套餐。严福长
介绍，这部分服务是有偿的，长者自己每
月支付的费用与自己选择的套餐相关，目
前每张床位月均花费是1000-3000元，
这个费用相比入住养老机构要低廉很多，
也是绝大部分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

奥悦之家，社区居家养老践行者
——奥园健康布局养老产业

提供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

广州这些惠民举措，
提升长者幸福指数！

生活在广州的长者们是幸福的。长护险、平安通、
长者饭堂、家庭养老床位等一些在其他城市刚刚萌芽
不久的新鲜事物，广州的老人们早已享受，熟悉得如数
家珍。广州是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医养结
合试点、康复器具社区租赁试点，集5个国家试点于一
身，这在全国所有城市中都是独一份。这些惠老、护
老、助老的各项举措目前运行得如何？未来将会有哪
些变化？羊城晚报记者为读者一探究竟。

广州是长期护理险（被 称
为 社 保“ 第 六 险 ”、简 称“ 长 护
险”）的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也
是广东省唯一试点城市。2017
年至今，长护险已覆盖 803.1 万
名参保职工，到今年 10 月底累
计为 2.2 万名参保人提供了相
关服务。

长护险目前服务的主要人
群是重度失能的城镇职工参保
人群，他们所需要的吸痰、膀胱
冲洗、换药、关节训练、吞咽障
碍训练等 30 项医疗护理，以及
床上温水擦浴、会阴肛周护理、
便秘护理、管饲等 37 项基本生
活照料服务都可以通过长护险
享受一定比例和限额的报销。
目前机构养老的长者可报销的
比例为75%，每日的限额为120
元。居家养老的长者报销的比
例则更高，可高达 90%，每日的
限额为105元。

广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一级主任科员严福长介绍，长护
险享受人群以长者居多，其中
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占到享受
人 群 的 96.4% ，80 岁 以 上 占
76.8%。人均每月报销金额从
最初的 2400 元，逐渐升高到现

在的 2781 元，有些长者甚至能
报销3000多元费用。长护险深
受长者们的欢迎，可以切实满足
他们的需要。举例来说，对于住
在养老机构的长者，每月费用可
能需要六七千元，通过长护险每
月报销近三千元的费用，个人和
家庭的负担可大大减轻。

据了解，今年 5 月 1 日起，
广州长护险政策得到“升级”，
新的补充政策出炉，参保人在住
院期间即可向所在医疗机构提
出长护评估申请，实现医保待遇
和长护险待遇的无缝衔接，更加
方便了有需求的长者。

长护险的申请也很便捷，在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上
提供有 190 家长护险定点护理
机构的联系方式，符合条件、有
需求的长者直接向这些机构提
出申请即可。

就在今年 9 月底，广州举
办加强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
设发布会。广州市医疗保障
局副局长陈建龙表示，将结合
广州的实际，适时扩大长护险
的覆盖人群范围以及待遇保
障范围，让这项制度惠及更多
的老年人。

广州市从 2008 年开启
“平安通”服务，从一开始的
“一键呼援”逐步升级为全方
位 守 护 ，通 过 智 能 化 终 端
(如：智能腕表、手环等)，可
实现生命体征监测、跌倒自
动报警等功能。

据悉，平安通最早的“一
键呼援”是在长者家中安装
固定电话，上面有一个大大
的红色按钮，长者在家突发
疾病或遇有紧急状况使用紧
急呼援按钮，通过“平安通”服
务平台呼叫紧急救护或报警，

“平安通”服务机构同时将紧
急情况信息实时发送或电话
告知服务对象指定的亲属或
紧急联系人（其中，特困供养
人员由户籍所在街道指定），

跟进救护与报警处置情况。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终端就
逐渐升级为老人手机、智能手
表、手环、拐杖等，让长者的使
用更加便捷。近两年里，平安
通已提供紧急呼援服务 800
多次。

据了解，平安通服务的
内容包括基本项目和拓展项
目两大部分。基本项目有紧
急呼援服务、定位服务、咨询
转介服务、心理慰藉、定期关
怀服务、提示服务六项。拓
展项目包括健康监测、移动
医疗等。其中定位服务（也
称为“电子围栏”）服务深受
家有轻度老年痴呆、容易走
失的长者家庭的欢迎，平安
通服务平台使用无线通讯技

术或 GPS 定位跟踪技术，为
长者提供准确定位，并在授
权后，按约定时间和在紧急
情况下向老年人指定的亲属
发送位置信息。近 3 年来，
平安通已为 8万多服务对象
提供定位服务，成功寻回走
失40多人次。

目前，平安通可以免费
安装，服务费每月30元。对
于特别困难的 60 周岁及以
上的长者，政府可全额资助
平安通每月的服务费；对于
60 周岁及以上的失能老年
人、独居老年人，以及 80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政府可提
供 70%的费用资助；其他人
群若有需要也可申请使用平
安通，不过服务费需自理。

家里只有老两口，做一顿饭吃一天；
中午子女不在家，懒得做饭、开微波炉热
热剩菜剩饭就行了……很多长者吃饭常
常是凑合、将就，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营
养和健康。广州2016年开始在全市范
围内大规模推广长者饭堂，经过几年发
展，已全面覆盖了街道和村居。不仅覆
盖面广、影响力大，长者的评价也高，可
以说是广州养老服务的“金字招牌”。

榨菜蒸肉饼、莴笋炒鱼松、白灼时
蔬、虫草花炖鸡汤，两荤一素一汤只要
9 元钱，而且软糯可口、少盐少油，难
怪长者饭堂会受到老人们的热捧，有
特殊需要的老人还可以订糖尿病餐等
特殊餐食！在老年人口近20％的广州
市越秀区六榕街道，长者饭堂有时一
天能接到近300人订餐。

长者饭堂的饭菜为何性价比这么
高？据介绍，为了确保老人饭堂长期
运行下去,广州采取“政府补一点、企
业让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
的方式,让长者饭堂可以实现“质优价
廉、保本微利”的标准,实现自我造血
和可持续发展。

据悉，截至2018年底广州已有长
者饭堂 1036 家。这两年不再追求数
量的增长，而是进行结构和布局的优
化。有个别长者饭堂一开始选择的位
置比较偏，后来根据长者们的意见尽
量选择交通便捷、方便长者到达的位
置。长者饭堂包括自建厨房、高校企

事业饭堂、养老机构食堂、餐饮门店、
邻里互助、配餐+配送等形式，长者们
可以“全市通吃”、“用脚投票”。经过
一段时间的运作后，发现自建厨房和
高校企事业单位饭堂由于菜式丰富更
受长者青睐，这两年主要推动自建厨
房、高校企事业饭堂、养老机构食堂模
式，以后会增加这几类饭堂的比例。

老人们喜欢去长者饭堂吃饭，不仅
仅是“吃”这么简单。在许多长者饭堂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11点开饭，不
少老人10点就早早去了，和老友们一
起聊天吹水。一来二去熟悉了，还会上
午约着一起去锻炼，然后再一起去长者
饭堂吃午饭。在这里不仅吃出了健康，
更吃出了一个“朋友圈”，收获了友情，
甚至是爱情。在六榕街道的长者饭堂，
有一对阿公阿婆因“吃”结缘，还成为了
男女朋友，并获得了子女的支持。

吃出健康，更吃出一个朋友圈

年底将增至400张，未来将在全市铺开
家庭养老床位

长者饭堂

为长者家庭提供全方位守护

平安通

将适时扩大覆盖人群和保障范围

长护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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