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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嵌入”让老人在社区喜度晚年

我省围绕建设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其中，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曾连续两年被列入 20 项民心

工程。

截止 到 2018 年 底 ，石 家 庄 全 市 共 有

184.8 万老年人口。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

完善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持

续推进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解决

三无、低保、失独、重度失能等六类兜底人

群生活照护等实际困难。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建设综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10 家，

标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42 家，基本实现

街道全覆盖；建小微型嵌入式社区照护中

心 12 家。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截至 2018 年底，

我省享受高龄津贴的总人数 130 余万人，全

年发放高龄津贴近6亿元。全省百岁以上老

人高龄津贴制度已全部建立，167 个县（市、

区）建立 90 岁以上高龄津贴制度，166 个县

（市、区）建立80岁以上高龄津贴制度，7个县

（市、区）建立60岁以上老龄津贴制度。

与此同时，我省建立了省级经济困难的

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截至

2018年底，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

务补贴惠及93423名老年人。

目前，全省已建成各类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 2300 多所，可以为老人提供助餐、助

洁、助医等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精神慰藉

服务，今年底将覆盖设区市 90%以上的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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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省老年人口将达到1500万，中度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

90%多的老人选择在家、在社区养老。在密集型的老小区，建设大规模

养老机构一时难以落实，而小微型嵌入式社区养老模式可以为老人提

供一个活动场所，满足老人们的不同养老需求。

12月22日是冬至，省会裕东

街道综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0

余位失独老人其乐融融聚在一

起，共享幸福温馨的冬至饺子。

中心位于谈固西街与槐安

路口西南角的写字楼内，很宽

敞，早在今年 6 月 5 日记者就走

访过该养老服务中心，因为该中

心为社区老人开发了一款餐饮

平台叫“妈妈味道”。

中心一楼大厅西南是一处开

放式厨房，厨房里4位阿姨忙着洗

菜、炸鸡蛋、揉面，准备包饺子。

洗菜的阿姨叫周淑琴，今年

74 岁。和面的张阿姨，今年 57

岁。已经和好的面被分成七八

个大面团。忙着打鸡蛋、炸鸡蛋

的邢学芬阿姨今年68岁，开朗健

谈，干活儿讲究。

几个阿姨互相配合，很快馅

儿切好了，邢学芬小火慢炸，炸

了一盆金黄的稀油酥。

“我老家是天津的，我们天津

人包饺子，都用油酥，格外香。”邢

阿姨说她们包的饺子，是“妈妈味

道”平台专供的饺子，味道好的秘

诀之一就是香香的油酥。

“妈妈味道”是由爱巢养老

集团专为社区老人开发的餐饮

平台。该集团项目部的负责人

陈艳慧介绍，“妈妈味道”就是让

有时间的老人轮流做一些拿手

的家常饭菜，比如每次包饺子多

包一些，除了老人们自己吃，剩

余的由“妈妈味道”平台卖给附

近的上班族、学生等。刚才这几

位包饺子的阿姨只是“妈妈味

道”的一个小组。

“平常，阿姨们大约包400多

个饺子，除了大家自己吃的，多

余的就卖给附近写字楼的上班

族，附近社区的老人有需要也可

以过来吃。”陈艳慧介绍，“阿姨

们来包饺子，这样独居或一个人

开伙的就不会觉得孤单，还能吃

得丰富些。”

目前在“妈妈味道”包饺子的

阿姨全是周边社区的老人。老人

们来包饺子的出工时间兑换成

“时间银行券”，可以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服务，比如兑换生

活超市物品、享受中医理疗等。

说起社区养老中心的活动，

74岁的周淑琴阿姨介绍，她年龄

大了就来石家庄投奔儿子，白天

孩子们上班，她一个人在家就是

看电视，要不就用儿子给买的pad

追剧、打扑克。

“老这样宅在家里用手端着

pad，关节都不舒服了，没意思了

就逛逛超市，去公园。”周阿姨说，

知道这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业

后，她赶紧加入进来了，每天从塔

南路那边赶到中心。轮到她包饺

子，她就高高兴兴忙一上午，从周

一到周五。包饺子是每隔六周才

轮上五天，时间上不束缚人。

平时呢，就过来跳跳操、看看

老电影、聊聊天，每天特别开心。

邢学芬阿姨说她家住在中华

大街工农路口的缔景城，离裕东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有些远，“我们

小区大多是回迁居民，我们是外

单位的，总觉得很难融入，一个人

在家无聊我就站在阳台上四下望

望，偶尔会觉得孤单。后来看电

视得知这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就奔过来了。”邢阿姨说，“来这儿

热闹啊。人老了开心、健康最重

要。”

9 时 30 分许，大厅里音乐响

起来了，20多位老人一起跳起了

五行健身操。运动完，老人们有

的去了二楼中医馆，有的留下来

看老电影。

在一楼架子上还有一桶桶的

咸鸡蛋和一瓶瓶芝麻酱。工作人

员介绍，麻酱和腌蛋都是“妈妈味

道”自己开发的，卖得不错。

“老年人有事情做，就有了存

在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会感觉

幸福满足，生活才会有色彩。”河北

爱巢养老集团董事长张红雨介绍，

“一定要给老年人树立生活目标、

找到生活方向，让他们精神上不孤

独，要让老人在社区老有所为。”

位于省会青园小区55号楼的社区照护中

心，面积不大，有十张床位，有两位阿姨躺在

床上正在做中医理疗和热敷。北面的小厨房

里四位老人在准备午饭，“我们中午准备吃大

锅菜。“一位阿姨说。

入口的吧台处，分成一份一份的面条和

豆腐放在台面上。

“67号楼张叔的面条和豆腐领了。”照护

中心的店长王姐嘱咐工作人员。王姐说的张

叔今年 70 多岁，曾患过脑梗，还要照看卧床

八年的老伴。照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常把面

条、菜送到张叔家里。快到中午的时候，王

姐还带着员工和几名社工去 1 号楼的李秀

珍阿姨家，把李阿姨定的两桶油、60 个鸡蛋

和 20 斤面粉送过去。李秀珍今年 83 岁，老

伴 92 岁，很少下楼了。送完东西，社工们帮

李阿姨把收拾好的废品拿去卖，顺便陪李

阿姨聊天。

“青园小区是个老小区，这里60岁以上的

老人将近2000人。”王姐介绍，大部分老人身

体可以，只是腿脚不利索，子女们又都忙，于

是照护中心帮忙采购生活用品、送菜上门等

服务项目都很受老人们欢迎。为了帮助独居

或行动不便老人吃上可口饭菜，照护中心也

推行过助餐，只是老人们节俭惯了，多数人还

是喜欢自己做饭。

陈艳慧介绍，陪同入户的都是晚晴社工，

为营造邻里守望氛围，实现社区邻里互帮互

助的养老文化，他们在社区推行了“9+2”互助

模式，具体做法就是，互助小组的9名组员来

自社区，一名组长，一户需要帮扶的老人。大

家不定期上门看望，并收拾屋子等。

张红雨认为，类似省会青园小区这种密

集型老小区“寸土寸金”，建设大规模养老机

构不现实，而小微型嵌入式社区养老模式可

以为老人提供一个活动场所，满足老人们的

不同养老需求，比如为老人提供采购、上门服

务，日间照料等，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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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老人特长：社区里的妈妈味道

走出家门心欢喜——
幸福感和存在感增强

我省建成各类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2300余所

小微嵌入式照护
把养老服务嵌入社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