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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夕阳更红、晚年更
美，是家事，也是国事。

当前，老龄化进程逐
年加快。聚焦老年人新需
求、回应现实关切，使他们
老有所享、老有所乐，正成
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话
题。养老事业发展，对宁
夏而言，该如何发力？

服务保障好老年人的
生活，需要的是精耕细作，
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实现

“从有到优”的新突破。要
深入调研、摸清家底、找准
问题，做好养老体系建设
等重点领域改革工作，坚
持老年人关心什么，就解
决什么。在居家养老方
面，打造供给多元、配套完
善、全域覆盖的“一站式”
养老服务平台，激发社会
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积极
性，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
量。在适老化改造方面，
注重统筹城市老旧小区改
造、无障碍设施环境建设等
方面工作。在智慧养老方
面，用好宁夏养老服务业博
览会平台，加强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和模式创新，充分
发挥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
组织作用，着力打造智慧健
康养老新业态。

养老服务，是服务上
的多方发力，也是情感上
的双向奔赴。各级领导
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
好养老事业，持续紧盯特
殊困难群体、基层保障基
础、机构安全监管等具体
工作精耕细作，努力让老
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期待各方从老年人所需所盼
出发，合力破解银发经济堵点痛
点，推动“养老”向“享老”转变，
让老年人乐享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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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焕（右）老人家中配置了手动轮椅、防
压疮床垫、紧急呼叫器等适老化产品。
本报记者 杨淑琼 陈瑶 实习生 周泽莹 摄

贺兰县银光村老年舞蹈队成员在排练演出。
本报记者 杨嘉琪 贺紫瑞 摄

让幸福养老就在身边
——宁夏不断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量，满足老年群体高品质生活需求

7月 26日 11时 30分，在银川市金凤
区长城花园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一楼的社
区食堂门口，小黑板上写着当天的午餐菜
品：大盘鸡、麻婆豆腐、鱼香茄子……长城
花园社区探索打造多方参与的新型社区食
堂，让更多老年人能够安享幸福“食”光。

“社区食堂提供一日三餐，针对不同群
体就餐需求提供相应餐食，比如适合老年
人的绵软食品、低糖低油食品、粗粮食品；
适合中、青年人的快餐、打包饭、小火锅，还
提供特色小份菜、熟食、地方特色小吃等。”
长城花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雪介绍，社
区食堂实行阶梯价格，60岁以上居民及残

疾人、退役军人办理就餐卡可享受8折优惠，
其他人群办理就餐卡可享受9折惠民价。

每天，在长城花园社区食堂固定堂食
的人有近 300人。在社区食堂内，83岁的
居民牛兰英正在挑选小碗菜：“走几步路
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还有免费的
西瓜、绿豆汤提供，饭菜价格也实惠，还能
和老伙伴们一起聊家常。”

同一时刻，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
街道清水湾社区食堂也排起了队：独居
的老爷爷、牵着小孙女的奶奶、刚下班的
工人……黄焖鸡、焖面、意面等丰富的菜
色，兼顾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口味。

“我们将原有 60平方米的‘老饭桌’
改造升级为 260平方米的社区食堂，并通
过‘公益+低偿+市场’的运营模式，向辖区
全龄人群开放。”清水湾社区书记吴海明
告诉记者，社区食堂运营一年来，已辐射
至周边 20多个小区，日均高峰就餐人数
达 600余人，不仅解决了社区老年人用餐
问题，还让忙碌的上班族、学生等群体都
能享受到物美价廉的餐食。同时，针对高
龄独居等因特殊情况无法来到社区食堂
的老年人，社区还提供送餐上门、近距离
照料等贴心服务。

近年来，银川市已经建成 200多家社

区食堂（老年助餐
点），培育养老助餐服务品牌。聚焦老年
人所需所盼，不断提升和完善社区生活空
间，打造更为丰富的服务场景，以免费或
低于市场价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就地、
就近、就熟、就便”的服务，让社区食堂不
仅仅是就餐的场所，更成为社区睦邻的重
要载体。

“秦阿姨，我们来给您送餐了。”7月
29日 11时 30分，在银川市西夏区建工佳
苑小区，北京西路街道育林巷社区的工作
人员身穿“志愿服务队”红色马甲，戴着食
品卫生帽，拎着保温桶，敲响了秦存英老
人的家门。

打开餐盒，里面是精心搭配的一荤两
素——大盘鸡、红烧茄子和酸辣土豆丝，
工作人员又从保温桶里为秦阿姨盛上一

碗香菇鸡肉汤，秦阿姨感慨：“实惠又方
便！助餐服务太贴心了。”

今年 4月，为解决社区空巢、高龄、独
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居家做饭难、吃饭难的
问题，育林巷社区设置“邻里时光”助餐
点，与距离 1公里的机床厂社区幸福食堂

“搭伙”进行资源共享，调动物业、社区志
愿者等多方力量，组建了一支搭伙助餐服
务队，每周一至周五为提前预订午餐的老

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作为搭伙助餐服务队的一员，网格员

谢雪岚在工作日雷打不动地取餐、送餐，
和社区老人也熟络起来，每次送餐，老人
们还要拉着她聊一会儿家常。她说：“现
在年轻人上班都比较忙，跟老人们一起做
饭吃饭的时间很少，助餐服务帮助老年人
吃上新鲜热乎的饭菜，我们还能陪他们聊
聊天，看到他们开心，我们也觉得满足。”

育林巷社区共有 6个小区，近 1万人
居住。片区大、人口多，育林巷社区党委
书记路红让一开始也有过开设社区食堂
的想法，然而社区食堂的选址又是个大难
题。“有的小区老年人如果走到社区助餐
点集中用餐，走路得用半个小时，这不符
合老年人实际，我们就想出来了‘搭伙助
餐’的办法，满足老年人和 14岁以下的青
少年的用餐需求，让他们能够吃得饱、吃
得好，也让年轻人少一些后顾之忧。下
一步，我们也会探索‘共享儿女’邻里互
助模式等为老服务模式，调动更多人关
爱老人，更及时地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精细化做好社区服务。”路
红让说。

“我们老年舞蹈队的姐妹要演出啦。”
家住银川市贺兰县银光村的王阿姨的微信
朋友圈里，村民流行“晒午餐”“秀幸福”。

2022年 2月，银光村日间照料中心和
金贵老年大学合并，服务对象扩展为金贵
镇所有六十岁以上老年人，重点服务高
龄、空巢等老年群体。

8月 2日，记者看到，来自银光村日间
照料中心的老年舞蹈队队员正伴着音乐
起舞。老年舞蹈队队长路金伟说：“在这
里能学跳舞唱歌，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
动，丰富了村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还提升了老年人的归属感、幸福感。”
平日里，老人们在日间照料中心还能

吃到可口的饭菜。“我们每天的饭菜以口
感松软、味道清淡为主，注重营养搭配，让
老人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德胜村日间照
料中心负责人夏学玲说。

近年来，贺兰县针对城乡社区居民需
求，探索盘活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资
源，投入建设银光村、江南村等 14家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打造老年人家门口的“养
老驿站”。

对于有子女但不在身边、失去自理能

力，以及无人照料的老人，有何良策？
记者在银川市贺兰县第二敬老院护

理病房看到，护理员马春霞正在为老人调
整靠枕高度。今年66岁的刘炳老人，因病
无法下地行走，老伴李爱琴也因脑梗卧床，
两人完全失能。今年 4月，刘炳和李爱琴
一起入住贺兰县第二敬老院接受照护。“多
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和老伴能有
人照顾，安心度过晚年时光。”刘炳说。

“我们为老人提供安全、良好、适用的
照护，不仅让老人舒心，让家属安心，也让
政府放心。”贺兰县第二敬老院办公室主

任王巧玉说，敬老院为每位老年人建立了
健康档案，从生活护理、健康管理、膳食服
务、文化娱乐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护理。

贺兰县民政局副局长张喻花介绍，围
绕老年人养老的堵点、痛点，政府鼓励引
导专业养老服务机构依托社区向老年人
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目前，贺兰县民政局
已为 5名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
人提供集中照护服务。“通过集中照护服
务，我们希望能实现‘供养一人、解困一家
’的目标，以提升养老机构的照护服务功
能来减轻家庭的照护压力，提升老年人的
生活品质。”

截至目前，我区已累计摸排经济困难
失能、半失能老人 6764人，累计试住 187
人，首批经过评估确定完全失能、有意愿
且入住实际机构的 76人，提出入住申请
待评估42人。

“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免费为我家安
装了这么多方便老年人生活的设施，尤其
是坐便器一侧的扶手和浴室防滑垫，特别
实用！”8月 8日，家住银川市兴庆区福嘉
公寓的老人蔡晓兰说。

蔡晓兰因突发性脑梗导致半身不
遂。去年，在兴庆区民政部门支持下，为
老人家中进行了相应的适老化改造，配备
了扶手和呼叫器等设备。

“居家适老化改造是以满足老年人安
全、便利、舒适、健康等需求为目的，根据实
际需求，对其居家环境关键区域或部位进
行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及老年用品配
备。”兴庆区民政局负责人宋辉介绍，扶手

是居家适老化改造中最常见的改造项目，
恰当地设置扶手能够帮助老人借力完成起
身、如厕等，还能有效避免在遇到眩晕、腿
脚乏力等紧急情况时摔倒。通过这些看起
来不起眼的小改造，能有效增强老年人居
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聚焦老年人现实需求，我区持续优政
策、强投入、建机制，建立家庭养老床位适
老化改造项目和智能化改造设备参考清
单，按照“一户一策”改造提升方案进行安
装改造，切实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
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民生小区居民
朱焕老人家中，记者看到，屋内不仅配置

了助力扶手、门磁开关、防压疮床垫等适
老化产品，甚至厨房台面的高度，都是为
老人量身定制的。

“在改造时，我们会先在系统中对老
年人进行综合能力评估，根据每个老年人
的身体状况及需求，制定出不同的适老化
改造方案，安装相适宜的产品。”石嘴山市
青鸟颐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助老员黄福
梅说，日常工作中，助老员还会为有需求
的老人提供清扫、助浴、洗头等居家养老
服务，让老人居家养老时不仅更安全便
捷，也更加舒心暖心。

“这个‘小电话’我随身带着，假如摔
倒了，一按，就有人知道了。”朱焕向记者

展示随身携带的紧急呼叫器。如今，不少
失能、半失能及重度残疾老年人都可以通
过智能化设备链接养老服务资源。当老
人遇到紧急情况，摁下呼救器后，家里的
报警器与服务器相连，便会立即通知相关
工作人员，值班人员接到报警后，会在黄
金时间内进行处置和回访。

“我们不仅会对困难老人家庭进行改
造，也会对小区楼梯坡道、路面等室外环
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进一步扩大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人民路街道民生社区党支部书
记沈玲玲说。

近年来，为更好满足失能、半失能及重
度残疾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需求，我区坚持
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按照“一户一策”
的方式，变“人找服务”为“服务找人”，扎实
推进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目
前，已实施万余户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
造，提前2年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任务。

“这个暑期我一直待在固原，享受这
里气温 18度的夏天，我还在养护院结识
了很多朋友，大家一起唱歌、打乒乓球，过
得很舒心，这里真是一个特别适合老年朋
友居住养老的地方。”日前，来自外省的旅
居老人张先生对固原的养老环境连连
称赞。

“这里夏季凉爽，还有丰富的红色旅
游资源，来旅居的老人们生活在一起，宛
如多年好友。养护院里健全的适老生活
设施、娱乐设施，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人

们感到舒心和快乐。”老人们纷纷表示。
如今，旅居养老逐渐成为不少老年人

的全新养老选择。这些老年人对生活品
质有着更高的追求，他们从外地来宁夏追
寻心中的“诗与远方”，享受充满乐趣的晚
年生活。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腹地，温带大陆
性气候形成宜居条件，‘星星的故乡’等独
特的文旅 IP切实增强来宁意愿，‘鱼米之
乡，塞上江南’的特色更适宜老年人旅
居。”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走进中卫市康养中心的“开心农场”，
西红柿、黄瓜和人参果等各类瓜果蔬菜长
势喜人，前来旅居养老的老年人们在这里
享受着田园生活。“中卫是一座与沙漠为
邻的城市，让我们感受深刻，大漠、黄河、
高山、绿洲和谐共融的美景，让大家尽情
享受悠闲慢生活。”老人们纷纷表示。

近年来，宁夏将旅居养老作为推进健
康养老产业发展、满足老年群体高品质生
活需求的重要抓手，探索创新“旅居+养
老”新模式，联合广东、山西、云南、福建等

省区签署旅居养老合作框架协议，启动赴
闽旅居养老体验“首发团”，加快推进协议
省区“候鸟式”互动旅居养老。

“近年来，我区大力发展区内外
‘候鸟式’旅居养老产业，逐步形成
多元化、多业态的养老产业发展
新格局。民政部门不断深化旅
居养老合作，深度挖掘宁夏特
色，推动旅居养老向产业
化、特色化、品牌化迈进，
促进全区养老事业高
质量发展。”自治区
民政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编者按

截至2023年底，全区有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10.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5.7%，较2022年增加了7万人。
15分钟养老服务生活圈不断完善，持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跨城养老成为晚年生活新选择，一张免费的护理

床撑起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安稳晚年……我区聚焦老年人新需求，不断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质量。
今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养老服务是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宁夏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从有到优”的新突破。

“塞上湖城”，为“候鸟
式”养老提供舒适体验。

本报记者 何耐江 摄短 评

家门口的食堂

老饭桌“升级”，安享幸福“食”光
本报记者 陈 瑶 杨嘉琪 实习生 周泽莹

送餐上门服务

“搭伙”助餐，让老年人少跑路
本报记者 杨嘉琪 贺紫瑞

身边的“养老驿站”

提升服务功能，减轻家庭照护压力
本报记者 杨嘉琪 贺紫瑞

“候鸟式”养老兴起

我区探索“旅居+养老”新模式
本报记者 何耐江

适老化改造

精细呵护，提升居家养老品质
本报记者 杨淑琼 陈 瑶 实习生 周泽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