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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岁的李延家附近也
有长者食堂，从她家下楼走三
四百米就能到，每餐的标准是
两肉一菜还有例汤，饭菜不贵，
本区7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来这
里吃饭由政府补贴6元，自己一
顿饭付 6 元，比自己做饭还便
宜，非本区户籍老人也不过 10
元，基本上就是自己做饭的成
本价，非常实惠。

饭菜有不错的营养搭配，能
满足正常的需求，也讲究低盐低
脂肪，按照大多数长者的身体情
况来设计。不过，李延还是坚持

每天早上上班前准备好失能母
亲与半失能父亲的午餐。因为
李延家住七楼，没装电梯，每天
上下楼买饭对父亲来说是个难
题。社区内有志愿者帮忙给行
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但一个志愿
者往往要负责不少老人，送餐时
间不太能保证。

更主要的原因是，长者食
堂的饭菜主要为身体较正常的
长者准备，李延母亲有甲状腺
疾病，平时吃不加碘盐的食物，
但长者食堂暂时未能提供如此
个性化的饭菜。

民政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出台，
社区养老或迎新契机

今年 4 月 30 日，广东省民政
厅出台了《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

“ 十 四 五 ”规 划（2021- 2025
年）》，加强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以及软件设施提升等多方
面的支持，未来社区养老发展或
迎新契机。

未来广东将全面落实养老
服务设施分区分级规划建设要
求，落实新建住宅小区与配套养
老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支持将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低偿或无偿
用于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这
就可以避免新社区养老设施缺
位的状况。

另外，将优化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布局，加快建设分布式、多
功能、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在乡镇（街道）范围建设具备
全托、日托、上门服务、协调指导
等功能的综合养老服务机构（中
心），推动构建城市社区“15 分
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按照规划要求，社区养老服
务功能也将得到丰富。未来将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加快发
展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或日间
照料中心，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家政服务、精神慰藉、护
理保健、辅具配置、紧急救援等
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同时，整
合利用互联网等各类资源，大力
提升智慧化服务水平。发展康
复辅助器具社区服务体系，支持
社区养老设施配备康复辅助器
具并提供专业指导。引导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价格适
中、方便可及、质量可靠的普惠
养老服务。

加大居家养老服务支持。
支持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大力发展家庭养老
床位，将专业化服务延伸至家
庭，向居家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
或者家政服务人员提供居家上
门、生活照料、家务料理、康复护
理、培训支持、精神慰藉等服务，
推动失能失智和高龄老年人家
庭成员照护培训纳入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目录。推进老年人居
家适老化改造，采取政府补贴等
方式，对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和农村低收入人口范围的高龄、
失能、残疾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并逐步
扩大改造对象范围。

政策方向

观念未变，让居家
养老支付能力不足

记者：社区养老已经谈了很
多年，您是如何评价目前社区养
老的现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
因是什么？您觉得目前社区养
老的普及程度高吗？

王丹：首先，在中国，赡养长
辈是子女等家庭成员所必须承
担的责任，传统的养老方式就是
在家中养老，“养儿防老”的思
想观念根深蒂固。许多长者认
为自己养老就是子女的事情，非
常排斥走出家门接受外界提供
的养老服务。

其次，养老企业提供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项目，有一些内容需
要走出家门才能享受到，而且企
业为了经营发展会收取一部分
费用，很多长者有排斥心理。但
在现阶段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
的情况下，社会各界都应该成为
养老事业的一部分。

适合建社区养老设
施的场地不多

记者：此前，有开发商计划
利用自有的闲置物业来搞社区
养老，这本是一件多方受益的事
情，但有企业反映，因为不少业
主不理解甚至集体反对，实际上
很多闲置物业无法改造成社区
养老用途，贵公司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吗？如何解决？

李志成：确实有不少这样
的情况出现，就像很多人既希
望看病方便，又希望医院不要
建在家门口，养老机构同样有
这样的问题。

要做养老机构的话，新建物
业成本太高，一般养老机构难
以支持，所以大多数企业的做
法都是在长者比较集中的社区
周边选择合适的物业，比如闲
置性的厂房改建，但合适的场
地不好找。

王丹：确实存在业主反对利

用社区闲置物业做养老设施的
状况。为了做好社区养老，我们
公司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一是
建立场地要求相对低一点的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以这一中
心为基础，大力拓展物业+养老
服务的体系，发展多元化服务种
类，涵盖家政、居家服务及入户
医疗服务等，满足业主及周边社
区居民需求；二是通过越秀康养
旗下的越之秀培训学校会为服
务人员提供专业化、品质化的日
式照护技能培训，培养出一批出
色、专业的护理人员，在有了专
业化人员、提供了高品质服务之
后，可提升企业的信誉，调动长
者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积
极性。

多元化经营，或可
提升社区养老企业生
存能力

记者：贵公司有什么办法在
社区养老方面取得突破？近期

有没有什么新举措？
李志成：富力正准备在两个

小区做医养结合的社区养老项
目，分别在富力广场和富力桃园
旁。富力广场这家最快今年就
能营业，富力桃园这家预计营业
时间为明年上半年。

选择这两个社区，一是因为
它们都位于核心区域，周边人口
多，老龄化人口比例高。二是楼
盘本身有部分商铺物业可以回
收来做社区养老。两个项目未
来会提供门诊、中医理疗、康
复、长者日托以及上门照顾长者
这样的居家养老等服务。

为什么采取这种复合型的
经营模式呢？我们此前已经提
供像养老院这样的机构养老服
务，但是像上门照顾长者这样
的居家养老业务还没有开展，
我们也觉察到长者对上门服务
有 需 求 ，但 是 单 纯 搞 居 家 养
老，盈利模式不好找。我们之
前算过一笔账，一个全职的护
工需要每个月 8000-9000 元的
工资成本，就成本来说，即使

是提供一对三服务，为每位长
者上门服务两个小时，长者也
需要支出 3000 元左右。但有
些长者家里可能本身就已请了
保姆，不太愿意额外支出这笔
费用；如果经济条件够得着，
他们可能宁可再多给 2000 元
去养老院住。所以单纯的居家
养 老 比 较 尴 尬 ，高 不 成 低 不
就。

此外，我们也会开办日托服
务，每个点有六七个床位，费用
大约 3000 元/月左右，收一些
能够基本自理的老人，让长者
白天留在机构，可以让晚辈更
放心。这样，我们就提供的机
构养老、日托养老和居家养老
三种不同层次的服务，满足不
同需求的长者。

从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
单纯来做社区养老有难度，我觉
得比较好的模式是社区养老、居
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三合一。
社区养老最好的方式是社区嵌
入型的养老机构，这种机构规模
适中，但功能配置必须全面，应

有的都要有。
王丹：越秀康养目前是依托

越秀物业及轨交物业公司资源，
积极探索“1+1+1”三融合模式
的发展。第一个“1”是社区，第
二个“1”是越秀养老综合体，第
三个“1”是政府。

在社区内，我们以机构作
为基地，和政府机构合作，向
周边辐射，提供社区、居家的服
务。目前越秀康养已承接海珠
区凤阳街道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平台项目，自 2018 年 8 月承接
至今，共计服务社区大配餐长
者 39752 人次、上门生活照料
6362 人次、日间托老 1824 人
次、上门医疗 5236 人次、康复
护理 2923 人次、长护险服务客
户累计 72户。

我们还以越秀物业为依托
开展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工作，
嵌入在物业小区，为周边社区居
民提供便捷化、专业化的居家养
老服务，把控上门照看的居家养
老服务、标准化保洁系统服务
等。

与社区结合的小
型机构或是未来发展
方向

记者：您觉得，未来的社区
养老行业的出路是什么样的？

王丹：未来社区养老市场的
前途非常广阔，不过会从集中照
料式养老发展为分散入户形
式。当嵌入式养老机构、社区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达到一定规模
且服务对象逐渐饱和后，行业会
向专业化服务形式发展。

如果国家的居家长护险政
策，今后会向医疗服务、照护式
服务方向发展，以医带养不仅是
实现国家提倡的医养结合模式，
对企业来说也能有更大的空间，
这样才能长久经营。对于长者
来说，入户医疗服务更匹配长者
需求，对于长期居家照护的长
者，医的需求远大于养。所以我
认为未来社区居家养老有三种
主流服务，一是健康档案管理，
二是康复护理服务，三是入户检
测服务。

本版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栋贤（另署名除外）

不得不赞的是，近几年，广州市
加大了对社区养老设施的投入，光
是长者食堂全市合计1036间，其中
越秀区64间，海珠区54间，荔湾区
82间，天河区98间，白云区140间，
黄埔区 161 间，花都区 42 间，番禺
区 140 间，南沙区 97 间，从化区 60
间，增城区97间。

可以说，如今的广州，每一条
街，每一个镇都有自己的长者食堂，
有的街镇甚至有四家或者以上，记
者走访时发现，在老城区很多街区
内，普通居民步行五分钟左右就能
到达其中一间长者食堂。

记者走访了天河和越秀各一家
长者食堂。天河天河南街一家长者
食堂位于一栋背街的住宅首层，和
星光老人之家共用一个场地，到吃
饭时间，这里自动变身为长者食堂。

近期因为疫情的原因，食堂内
不设堂食，饭菜已经全部用一次性
饭盒打包好。中午十二点左右是食
堂最繁忙的时刻，门口的工作人员
一边热情地和前来拿饭的长者打招
呼，一边看着登记表和负责分饭的
同事说：“一份 A 餐一份 B 餐。”据
介绍，来这里点餐的长者要提前申
请经审批同意后才可以订餐，订餐
前要提前一天在手机上选好饭菜并
支付，因为前期准备充分，整个取餐
过程平均约2分钟。

二十分钟内，有大约十位长者
上门取走了自己的午餐，记者瞄了
一眼，保温箱内还剩余大约十份饭
菜。饭菜的分量都挺足，有菜有肉
还有汤，和外面二十多块钱的套餐
看起来分量差不多。

饭菜味道怎么样？一位阿公
说，菜味道还算可以，“我牙齿不
好，如果饭更软一点可能更好。”

天河南街这间长者食堂位于一
个约有三十年历史的老社区，周边
长者不少，记者粗略估算，当天中午
大约有三十位长者在此取餐。

位于越秀区人民街一家长者食
堂就在食肆环绕当中。11 点多的
中午时分，食堂内老人不多。长者
食堂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
的老人经济条件挺不错的，除了在
长者食堂吃饭，有的老人平时还会
在周边食肆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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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不出社区养老不出社区？？
这个美丽梦想正在实现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周边饮
食设施配套齐全的区域，长者
食堂的客流量就会少一些，有
长者食堂的工作人员道出了其
中的原因：老城区内，不少长者
食堂附近菜市场、食肆等配套
齐全，自理能力比较好的长者
会自己做饭或者选菜式更丰富
的食肆；自理能力不足的老人
会选择不远处的养老院入住。
而且为了便民，不少长者食堂
分布比较密集。以只有 1.51 平
方公里的人民街为例，这里开
设了4间长者食堂，一间长者食
堂分得的需要在此用餐的长者
数量不多，“当然这对用餐的长
者是好事，因为用餐环境更宽
松，等待的时间也不长。”

虽然以长者食堂为代表的
社区养老设施还有部分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但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发现，长者对长者食堂普
遍点赞。他们认为，作为这几
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社区养
老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不足也
属于正常，有长者表示，“从

‘ 有 ’开 始 ，慢 慢 才 能 够 变
‘好’。从这几年的变化能看得

出政府对老人很关心，（长者食
堂）慢慢会越来越好。”

李延也表示，社区义工告
诉她，像她妈妈这种全失能的
情况，可以申请长护险（即“长
期照护险”，下同），在成功申请
后就可以让附近的养老机构派
专业的护工上门照看老人，政
府报销大约 3000 元，自己实际
支付 3000 元左右，比自己请八
个小时的钟点工至少便宜两
千元。“成功申请后，我就不用
这么辛苦了，现在政府对养老
的支持力度还是挺大的。”李
延说，“听说社区养老机构还
会在我的家里装上更多适老
的设备和对老人的监护系统，
这等于老人有了 24 小时的智
能看护。”

或许，很多人将像李延的
父母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在家
里就能实现更舒适、安全的养
老了。

受访专家：
富力集团医疗健康产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李志成
越秀康养海颐苑院长 王丹

改变观念，
社区养老
就能迎来飞速发展

养老行业，包括社区
养老，被看成是如今的朝
阳行业，前几年，不少房地
产企业都高调进入这一行
业，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
看，进展的情况却不如房
企的预期，其中的原因究
竟是什么？

社区养老有什么值得
借鉴的经验？未来有什么
突破口？

街镇均有长
者食堂，社区养
老设施蓬勃发展

B

C

饭菜实惠分量足，
如果有个性化选择会更佳

对“新鲜事物”，社会普遍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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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广州每一条街道都有长者食堂 老人日托中心的需求越来越大

手工劳动对老人有康复作用 图/王丹 医养结合是未来社区养老的新趋势

对老人的关爱比其他事情都重要 图/王丹

插图/刘苗

中午时分，杨阿姨还和几个同伴在社区的广场上跳广场舞，旁人问她，都十一点半
了，不用做饭吗？杨阿姨笑笑说：“不急，今天我已经在长者食堂订了餐，过去就能拿到
热辣辣的饭菜。”

这几年，政府加大了对社区养老的投入，社区养老服务在不断完善，杨阿姨所在的
社区也有长者食堂，饭菜就是成本价，杨阿姨和她的老伴，不时会在长者食堂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