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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是全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截至2019年底，全市
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86 .6万人,老龄化率22 .2%，高出全国4 .8
个百分点。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3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6%。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和老年人口失能化、失智化的发展，加之

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大城
市普遍存在的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和市场化程度低、发展
动力不足、养老护理员缺乏等“养老难”问题。为此，本报推出“解困养老”
特别策划，将陆续从多个角度全面细致地探究养老难题，展现青岛在养
老服务发展中的探索与创新。

□文/图 半岛记者 刘笑笑 肖玲玲

前几日，本报报道的独居老人家中昏
迷“缺席”透析，引起护士警觉多方联系救
回老人一命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大家纷纷点赞“最美护士”细心救人的
同时，独居老人普遍面临的养老困境同样
值得探究。
86岁老人王兴政也是一名独居老人，

同样因身边无人而遭遇过险情。今年年
初，他曾半夜突发脑梗，差点连近在咫尺
的手机都没够到……不过，就在一周前，
他的居家养老难题迎刃而解——— 街道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将机构“养老床位”
搬进他的家中，老人可以在家享受24小时
智能监护。
这是青岛市创新推出的家庭养老床

位项目，正在为破解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难
题寻找突破口。

■家中遇险

独居老人半夜突发脑梗

家住台东街道威海路社区的86岁老
人王兴政，已经过了两年多独居生活。7
月22日，记者登门见到老人时，他正在看
头一天半岛都市报A3版那篇关于独居老
人被“最美护士”救命的报道。“人老了，最
怕的就是突然在家发生点啥事，身边还没
人。”老人放下手中的报纸感慨道。
作为耄耋高龄的老人，王兴政思路

清晰，言语表达也很清楚，完全能应对日
常生活，但他还是表示自己“服老”了。
“不服老不行，”他拍了拍自己右腿，“这
条腿，就是前年在家摔断的。”虽然已过
去两年，提起这件事老人还是有些激动，
“就在那个门口，不小心摔了一跤，我那
时候起了好几次都没起来，花了很长时
间好不容易起来了，疼得不敢坐。”最终，
他给儿子打了电话，被送往医院治疗。这
次意外摔倒也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如今，
他只能依靠拐杖辅助行动。
然而，这还不是最让老人后怕的一

次经历，“就在今年年初的一天晚上，我
半夜突发脑梗，孩子也不在眼前……”当
时躺在床上的王兴政老人内心非常绝
望，手机就放在床边桌子上，近在咫尺，
他却无法够到。求生的本能让他拼尽全
力往桌子那边挪动，挣扎了很久，“费了
好大好大的劲儿才够到了手机”。可拿到
手机后，光是按下“120”3个数字又花了
很长时间，“当时身体状态很差，手机键
都按不准了……”虽然最终闯过了那一
关，但他至今仍心有余悸。“人不老，体会
不到这种感觉。”王兴政老人再次感慨
道。
王兴政老人自言是个非常要强的

人，尽管子女非常孝顺，但他能理解孩子
的不易，不想拖累孩子，又不想离开家住
进养老院，所以就一直坚持独居。虽然嘴
上从不跟孩子讲自己一个人在家的不
便，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感觉越来越需
要别人的帮助。就在一周前，王兴政老人

签约了家庭养老床位，终于找到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
在老人家中，记者看到，这里安装了

视频看护设备、红外感应设备、紧急呼叫
器等基本设施，“有啥需求按下床头的呼
叫器就行，吃饭、理发都有人上门照料。
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一键呼救，这如果
半夜遇上点啥事，我在床上就能呼救，安
心多了。”

■有备无患

20分钟没出卫生间就报警

解了王兴政老人愁心事的“两全之
道”，是由台东街道福山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家庭养老床位项目提供的“居家
智能看护设备”。依托智慧健康养老云系
统，通过居家智能看护设备，可以实现养
老机构与老人的实时互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套居家智能

看护设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摆放
在王兴政老人床头的分别是居家养老服
务终端和智能网关，“终端可以用来呼叫
吃饭、理发、洗头等服务，网关则可以一
键呼救。我们会即时响应老人突发疾病
的呼救，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基础的
急救处理，必要时送往医院治疗。”青岛
德兴民益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信
息化主管杜健表示。
而另一个设备是红外人体感应探测

器，这个被装在了老人家中卫生间出入
口处的墙面上，“比如老人上午10点钟进
厕所，设备就会记录，如果20分钟甚至半
小时都没有监测到老人出卫生间的记
录，它就会报警，后台会第一时间收到。
我们会立即拨通设备和老人的固话，没
人接听或有紧急情况，就近站点的工作
人员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提供救助服务。”
杜健介绍道。
智慧健康养老云的后台系统，设在

了市北区台东街道福山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在后台大屏幕上，详细记录着签
约老人数、床位数、工作人员人数、服务
工单等。杜健现场为记者演示了一遍呼
救的整个过程。
只要使用者按了智能网关上的SOS

按键，后台大屏幕右上角的红色小喇叭
报警图标就显示出“1”，同时发出声音警
示———“有报警信息请查看”。点击红色
小喇叭图标，就会显示出求助老人的信
息，同时，地图上也显示出老人家所在位
置，工作人员此时直接回拨居家养老服
务终端就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询问老人
有啥需求。
“安上这个东西真是太方便了，独自
在家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不光能让孩子放
心，我自己现在睡觉也特别踏实，心里也
放轻松了。”王兴政老人说，有了上次半夜
突发脑梗的经历，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上门评估征询需求时，他当即表示
同意，而且主动要求把智能网关安装在床
头，“以后就算遇上急事了，伸手按一下报
警就行了，人家马上都知道了，再不会那
么无助了。”王兴政老人说。
就在采访王兴政老人的时候，位于

西海岸新区塔山的87岁独居空巢老人李
安（化名），已享受居家智能看护设备的
好处半年时间了。今年年初，李安与灵山
卫街道塔山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签约
家庭养老床位后，服务中心为其进行了
家庭适老化改造，安装了红外探测器、监
控摄像头、生命体征监测、门磁、烟雾、水
感、燃气感应报警等设备设施。

灵山卫街道塔山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负责人常松林也是江苏唯老会的负
责人，在南京，他们就遇到过一例，独居
老人在家中突发疾病呼叫后，由于没有
备用钥匙开不了门，只好找来物业和社
区帮忙，一起破门而入抢救老人。因此，
现在他们在签约时，会主动与独居老人
协商，在就近站点预留一把老人家中的
备用钥匙。“大多数老人都是十分配合
的，毕竟经过一年的服务后，彼此之间都
建立了信任感，老人对服务人员会产生类
似于居家保姆的信任度。”

■与时俱进

“时间银行”将服务独居老人

当然，除了家庭养老床位外，独居老
人还能享受到其他居家养老服务。今年4
月14日，青岛市民政局印发《青岛市养老
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首先在
西海岸新区、城阳区两个区试点，2021年

全面推广实行，实现全市通存通兑。
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服务对象为重

点空巢独居老年人、存有时间的 60周岁
以上老年人，服务项目包括“助餐、助浴、
助洁、助急、助医”等五项。
青岛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乔先

华透露，目前青岛市时间银行的平台体
系即将打造完成，采用时间币的流通机
制，为独居老人每月发放一定的时间币，
老人可以用时间币购买服务项目。年满
18周岁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后，以青岛市社保卡为载体开设专门的
时间银行账户，以小时为单位进行服务
时间存储，年老后需要时可提取时间兑
换服务。“目前先在城阳和西海岸开展试
点，他们开始对独居老人进行摸底，推广
后，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独居老人无人
照料的问题。”
此外，在青岛，60周岁以上的困难老

年人均可享受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
务，其中半失能老年人每月 45小时的居
家养老服务，失能老年人每月 60小时的
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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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的王兴政老人独居在家，最怕发生意外没人知道。

安装在老人床头的居家养老服务终端和智能网关，老人在遇紧急事态时可一键求助。

杜健介绍安装在老人卫生间门口处的红外人体感应探测器的功能。

“养老床位”搬
可一键呼救、监测设备会自动报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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