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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银发经济广受专家关注

适老化改造升级怎样越改越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

老年用品和服务的供给，大力发展银发
经济。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
的国家，目前，60岁以上人口近 3亿；预
计到 2035 年，60 岁以上人口将突破 4
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我国
银发经济规模目前约在 7万亿元左右，
占GDP比重约6%；预计到2035年，这一
数据将达30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约
10%。

建设适老化医疗机构需
硬件软件齐发力

医疗卫生行业与老年服务密切相
关，老年照护是重要方面。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党委书
记李浩表示，目前，老年人在医疗机构
就医还有很多的障碍和不足，建议出
台量化的适老建设标准，针对老年病
制定相应的服务定价机制、建立统一
收费标准等，改善和提升老年人看病
的体验。

记者：据您了解，目前，全国医疗机
构，特别是综合性医院、中医医院在老

年病科方面的建设是什么状况？
李浩：在人口老龄化的当下，医疗

机构设置专门的科室服务于老年群体
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在我国，老年
病学科发展起步较晚，目前，老年病科
在全国医疗机构的开设、床位数的设置
远远供小于求。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
这样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国家层面已陆续出台文
件，促进解决老年病防治和科室设置
问题。到 2025 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
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将达到
60%以上。各中医医院要设置老年病
科并作为独立科室进行建设和管理，
二级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床位数原则上
不低于 20 张，三级中医医院老年病科
床位数原则上不低于 30张。

相信随着支持文件的陆续落地，老
年病专科的设立可以跟上我国人口变
化带来的需求激增的速度。

记者：老年病科的设立对医护人员
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李浩：基于老年病的复杂性，这一
学科需要不同专业的医生形成合力。以
望京医院今年开设的老年病科为例，由
来自急诊科、综合科、重症监护室、脾胃
科等科室的医生组成新的团队。对于医
生而言，在有专门科室的一技之长基础
上，还需要具备多种学科综合知识的储
备，成为“多面手”。老年病科对医生和
整体团队的综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各科室的医护人员汇聚过来后，还
需要通过临床进修获得综合性更强的
知识。在培养综合能力的同时，也应有
自己的专业侧重点，掌握单项优势。

居家适老化改造要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表示，如何为适老
化改造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是当前面
临的一大难题。不能仅靠单一公共财政
的投入，也不能简单交给市场解决，要
引导和发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
参与其中。这件事可以探索：将部分居
家适老化改造产品和服务纳入长期护
理保险范围。

记者：近几年，您特别关注适老化改
造的问题，春节期间还去过北京的一些
街道、社区养老机构开展实地调研。目前
的适老化改造与需求之间有何差距？

孙洁：适老化改造是全国政协社会
和法制委员会民主监督的 5年计划。在
调研中，我们发现，因为中国之前是一
个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社会，所以在应

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经济保障、服务保
障、制度保障、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准备没
有那么充分，很多都比较滞后，还没有跟
上人口老龄化进程，满足不了老年人对
生活环境宜居的需求。现在，跟老年人相
关的衣食住行等等环境都需要进行适老
化改造。

记者：您在调研中具体发现了哪些
问题？

孙洁：如何为适老化改造提供稳定
的资金支持是当前适老化改造面临的
一大难题。

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社会适老化改造的需求巨大，在当
前情况下，仅靠单一公共财政的投入难
以负担。另一方面，简单交给市场解决
适老化改造，不符合现在未富先老社会
老年人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

现在，适老化改造的政策比较零
散，没有形成体系。改造的主体、内容、
对象、需要的资源和运行机制不是很清
晰，政府、企业、家庭对“开展适老化改
造”这事还在摸索中，很多还处于观望
状态。

这几年，适老化改造的进度有所提
升，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家对适老化改
造的理念了解不够，对改造的重要性认
识还不充分，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
人对如何开展适老化改造、各自应该承
担何种责任也缺少共识。

记者：要解决资金支持问题，您有
什么具体建议？

孙洁：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适老
化改 造 。在 发 挥 好 政 府 主 导 作 用 的
同 时 ，还 需 要 引 导 和 发 动 更 多 力 量
参 与 。可 以 通 过 政 府 的 基 本 补 贴 引
导多方资金的投入，采取政府补助、
家 庭 个 人 出 资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按 照
改 造 对 象 的 意 愿 和 需 要 ，增 加 改 造
项 目 和 内 容 ，开 展 局 部 或 全 屋 适 老
化 施 工 改 造 服 务 ，满 足 不 同 老 年 人
的需要 。

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仅覆盖上门护理服务，涉及提升家
庭养老能力的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
租赁等内容尚未纳入保险范围。可以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长期护理险制
度的全面开展和补贴范围的扩大过
程中，探索将部分居家适老化改造产
品和服务纳入保险范围。

养老机构适老化升级需
留住基层专业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天
津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表示，碍于传统
观念以及机构养老相对较高的收费标

准，目前，大多数老年人，
特别是失能失智老人多选
择居家养老。她认为，失能
失智老人缺乏科学照护的
根源在于基层专业人才缺
失，建议完善薪酬评定调
级机制，让人才愿意来，留
得住。

记者：失能失智老人
缺乏科学照护的根源在哪
里？如何培养和留住养老
方面的专业人才？

张金英：根源在基层
专业人才的缺失。原因很
多，如职业本身高强度的
工作量对从业者身心的考
验；社会对职业的认可度
影响个体从业的意愿；低
就业门槛、低待遇与晋升
通道的狭窄等等。

要培养和留住养老人
才，首先应当鼓励各级各
类高校、培训机构开设养
老照护、老年护理等专业，

充实专业人才队伍。还要完善薪酬评定
调级机制，制定职称评定标准，出台社
会福利、积分落户等激励办法，让人才
愿意来，留得住。

如何在养老的同时还能
“享老”

我国的养老事业不仅要实现老有所
养，还要让老年人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
活。随着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稳步推
进，如何在养老的同时还能“享老”？多位
全国政协委员都提出了建议。

老年旅游是银发经济的潜力产
业。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秘书长
金 永 伟 认 为 ，老 年 人 旅 游 市 场 近 年
来 逐 渐 活 跃 ，但 现 在 旅 游 市 场 对 老
年人来说有一条“数字鸿沟”——不
少公共场所和景点缺乏便捷的适合
老年人预约、购票、入场的非数字化
手段，民航、铁路、酒店、旅游出行平
台 等 缺 乏 适 合 老 年 人 使 用 的 模 式 。
建 议 全 国 各 免 费 开 放 的 公 共 博 物
馆、纪念馆、公园景点等公共旅游消
费 场 所 ，除 节 假 日 和 场 馆 接 待 人 数
饱 和 的 情 况 外 ，一 律 免 除 线 上 预 约
制度，设置老年游客专门入场通道，
60 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或社保卡

“一证 (一卡)通行”。
据北京青年报

父亲
李付春

自从母亲走了以后，我担心父亲一
个人觉得孤单，就把他接到城里来生活。
可是，父亲来了以后，除了吃饭的时候从
床上起来，其他的时间几乎都躺在床上，
除了睡觉，就是听戏。

我要是让他去公园转转，他就一百个
不情愿，好像我要撵他走一样。我们争吵
过后，他会赌气到楼下拐角处找个僻静地
方，坐在那里生气，就是不愿意出去活动。

父亲已经 80 岁出头，如果这样下
去，不出一两年，他的身体就会垮掉。我
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带他回老家，我给他
做饭。他在老家，满眼都是活儿，根本闲
不住，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

然而，这样做还是有问题。
我得给父亲做饭，还得上班，单位虽

离老家不远，但我给他做了几天饭，他说
不合口味。我就说：“您自己做饭吧，做不
好还做不熟吗？以前又不是没做过。”

父亲先是不愿意自己做，我就每天早
晨给他买来包子、烧饼夹鸡蛋等，有时还买
豆腐脑或粥。他就每天早晨等我，我有时晚
点来，他会接到大门外或大街上。我有时工
作忙，早上不能给他送饭，他就等到上午10
点多也不做饭吃。

这样也不行。我就跟他说：“以后我
不给您买饭了，您自己做，食材都给您放
冰箱里了。”说是这样说，隔一两天，我还
是会给他买包子、油条、熟肉什么的。

就这样，我找到了最适合父亲的生
活方式。

人老了，也许会孤独，但不能懒，
必须活动。当初我对母亲也是这样说
的：“活着，只有活动，才能活着。”

资料片资料片

老人变善
刘庆明

人老了，有的人性格、做事一如既
往，也有的人出现了两种变化：一种是变
善、变好，惹人喜爱、尊敬；另一种变化却
是惹人讨厌，甚至令人憎恨。为什么人老
了会有这两种变化呢？这还与个人的思
想认识、品德分不开。

有一位老人，原本在工作单位里老
老实实，吃了不少亏；退休了，本来可以
安度晚年，但他总觉得原来在单位过于
老实，总想要把吃的亏补回来，于是就去
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做一些占便宜
的事情，渐渐开始违反国家法律，走上犯
罪道路，最后把幸福的晚年生活葬送了。

还有一位老人，坐公交车时，车上没
空位，他见一位年轻女子坐着位子，就倚
老卖老，要求年轻女子给他让座。女子不
答应，他竟然坐到女子身上。这种做法当
然遭到大家强烈谴责。

老人变善，变好，就会反省自己年轻
时做了哪些不好的事，对父母有哪些不
孝行为，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
常常自责，想尽一切办法弥补，为这个社
会多做好事，做善事。

我们村有一位老人，没事就喜欢到
水塘边、河边走走。村里有不少留守儿
童，趁着长辈不在身边，就偷偷去水塘
边、河边玩耍。有几次，这位老人把在水
边玩耍的几个孩子赶回家，还对小孩的
爷爷奶奶反复叮咛：要看好孩子，不能让
他们去水边玩耍。

像这样的老人就是变善、变好，变得
让人敬重。有的老人变得喜欢和小孩玩，
像个老小孩似的，越来越可爱。这样的老
人没有复杂的思想，没有城府，简单、纯
朴，与人交往时，让人信任、放心。

变善、变好的老人，都能得到周围人
的尊敬，在家里有着很高的地位，子孙也
孝顺。老人身心健康，寿命长，这也是儿
女的福气。仔细观察生活中那些越来越
像小孩的老人，都是心地越来越善良，个
个福寿齐全，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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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 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康居园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