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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适老”这一概念越来越频繁

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适老”即适应中老年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需求，适老化的概

念则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防滑倒辅助设施到老年人易于使用

的家居产品，从暖胃暖心的社区助餐服务到“银发族”健身房等公

共设施，在许多领域，适老化皆大有文章可做。

加速适老化环境的打造、鼓励适老化产品的开发、开拓适老化

服务的新领域，一系列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积极举措，一定会让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更舒适、体面地安度晚年生活。

老花镜、爱心专座、应急药箱、老年人

专用卫生间、无障碍通道……在今年 9月

开业的广州首家服务长者的银行网点建

行广州东风东路支行“乐龄港湾”内，各种

长者便利设施一应俱全，这里还设立了长

者服务站，引入了健康驿站自助终端机，

为长者客户提供免费医疗预约咨询服务，

由梅花村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长者客户

提供免费医疗预约咨

询服务，方便客户及

时就诊。

“ 这 里 有 爱 心 专

窗，60 岁以上老人凭

身份证就能免排队办事，还能让网点在网

上帮预约挂号，非常方便。以后这里会联

合街道和社区开展乐龄沙龙，可以来学插

花、写毛笔字，将极大丰富我们老年人的

生活。”来到该网点办事的社区居民林阿

姨说。

据了解，在银行网点各项常规性配备

的基础上，该支行增设了许多适老化的

“特殊配置”，包括“爱心服务通道”、加大

号字体显示屏、移动填单台、老花镜、爱心

专座、应急药箱、老年人专用卫生间、无障

碍通道等设施，在为长者客户提供金融服

务的同时，也在安全保障、业务办理等方

面提供便利。 （据《广州日报》）

“张奶奶您好，最近身体怎么

样？眼睛好点儿了没？”“好多了，没

以前那么干涩了。”11月29日，甘肃

省兰州市城关区81岁独居老人张

兰通过视频与兰州城关区虚拟养老

院后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对话。

2009年 12月创建的兰州市城

关区虚拟养老院，通过智能养老服

务、科学调度指挥、紧急呼叫、主动

关爱等贴心服务，使辖区内老人在

互联网科技创新的新时代享受更

加美好的新生活。截至目前，已有

12.12 万余名老人注册入院，服务

总量已达到1254万人次。

今年，虚拟养老院为辖区内75

户A类（生活不能自理的“三无”空

巢老人）老人配备了智能紧急视频

通话设备。“该设备具有视频、健康

知识、娱乐、被动呼叫等功能，最大

的用途是语音报警平台。”

兰州城关区虚拟养老院院长秦

田田说：“我们为独居老人配备该类

产品，并通过后台人工服务时时刻

刻掌握老人的动态，防止意外发

生。”她还认为：“对于独居老人，要

从制度以及服务重视起来，将每一

位老人纳入管理范畴，让独居老人

‘老无所忧’，这也是虚拟养老院打

造智慧养老的意义所在。”

（据中新网）

近年来，由于乘坐公交车的老年人比

例越来越大，为了满足老年人乘车需求，

河北省唐山市公交总公司采取多项措

施，开展“关爱老人行动”，积极推进公交

行业适老化服务。

唐山市公交部门要求公交车司机按

照“耐心等待上车、热情疏导让座、判断

老人坐稳扶好、提醒老人到站下车、观察

老人安全下车”五个操作规范，通过文明

服务给予老年乘客关怀与温暖。

此外，唐山市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乘坐公交车相关工作的推进有条不紊，按

照工作计划，市公交总公司 11月底完成

了乘车卡制卡工作并由各街道办事处、社

区发放给前期收集的符合办理免费乘车

卡条件的老人共计 11万余人，老年乘客

12月1日起持卡免费乘车。

为保证百姓安全出行，公交部门密切

关注客流变化，做好运营车次安排，并针

对市内断头路的打通和医院、学校、购物

区等与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设施

更新建设，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填补线

网空白，新开、调整线路各3条，新增站点

41个。通过不断优化路网，让老年人出行

更方便。

（据唐山市人民政府官网）

有种温暖叫

舒适生活离不开舒

适的生活条件。对于身

体 机 能 不 断 下 降 的 老

年人来说，经过了适老

化改造的居住空间、为

老 年 人 量 身 打 造 的 家

具和电器、专门面向老

年 人 的 餐 厅 或 健 身 房

等，对于舒适安心的养

老生活来说，显得尤为

重要。在我国老龄化程

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在 越 来 越 多 的 老 年 人

开始追求生活便利化、

品质化的今天，适老化

的 理 念 与 追 求 也 逐 渐

走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 兰州独居老人享“互联网+”便利
智慧生活助力“老无所忧”

● 广州首家“长者银行”
主打适老化特色

● 河北唐山公交
探索适老化服务

适老化改造
让居家养老更舒心

两年前，家住四川成都成华

区的陈婆婆由于腿脚不便，在卫

生间跌倒后右手骨折，在卫生间

跌倒的风险一直困扰着她。前不

久，成华区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由第三方机构上门评估陈婆

婆的居住环境、自理能力等情况

后，在她家的卫生间设置了斜

坡、防滑垫、淋浴椅、扶手等辅助

设施，大大提高了老人如厕、洗

浴的安全性。

陈婆婆的情况并非个例。在

全国的不少地方，适老化改造都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近来，上海

市松江区叶榭镇马桥村 68岁的

孙德林家有四十年历史的老房

变了模样：墙面白净、房间敞亮，

早已“不堪重负”的电气线路、水

管、煤气管、热水器和煤气灶，甚

至门锁、窗玻璃、老旧水龙头、灯

泡等都被换新，此外，防滑地砖、

安全扶手等适老化辅助设施也

一应俱全。全区还有 99 位老人

和孙德林一样，家变美了，幸福

感上升了。这得益于松江区民政

局 2019 年适老性改造项目的实

施，此次改造覆盖了农村困难老

人家庭，按照“一户一方案”的原

则，实施安全性改造、无障碍改

造和整洁性改造。

许多城市的老旧小区内，老

龄居民人数不断增加，但由于居

民楼适老化程度低，老年人出行

困难的问题也日益显著。因而，

适老化改造不仅要涉及住宅内

部的居住空间，也需延展到老年

人居所的外围空间。为居民楼加

装电梯就成为越来越多老旧小

区改造的当务之急。

家住北京安贞三区的李桂

娥老人今年 89 岁了。她和老伴

由于腿脚不好，又住在 5 层，以

前最久有 3个多月没下楼。虽说

老旧小区的楼层一般不高，可对

于老年人来说，五六层楼的高度

却直接影响他们的日常出行，甚

至有不少老年人因为楼里没安

装电梯，长期无法下楼，成了“不

接地气”的“悬空老人”。今年的

9月 25日，安贞三区 3号楼的加

装电梯开始投入使用，老人们上

下楼的困难得以解决。

自 2017 年启动新一轮老旧

小区综合整治试点工作以来，截

至2019年 8月底，北京市老楼加

装电梯已完成且投入使用 918

部。而 2018 年，全国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已经完成了1万多部。

适老化改造，为老人们的居

家生活增添了一份安心与舒心。

适老化产品
短板与潜力并存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

剧，针对老年人的产品也逐渐兴

起，大到养老地产，小到老人手

机，适老化产品的市场已悄然形

成。但现实中，针对老年人的智

能家居、适老化家具或家电还不

那么丰富。

今年重阳节之际，福州市民

林先生想为家里的老年人选择一

套合适的家具产品，但是他在各

大家居卖场逛了几圈，也没找到

“适老家具”这一产品类型。不少

商家把功能性马桶当作适老化产

品来推荐，但整个市场也只有极

少品牌生产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

马桶辅助椅，这种辅助椅带有电

动抬升装置，能帮助老人如厕时

缓缓坐下、慢慢站起。因为价格昂

贵，打完折后还要近2万元，买的

人少，顾客需要提前订货。

同样，适老化家电也面临不

少问题，“有的厂家简单地以为

字放大了、声音大了、功能减少

了就是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

这样简单粗暴的思维认知，也造

成了老年家电消费市场鱼龙混

杂、亟待规范化的混乱局面。”某

电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适老化家电的匮乏包含着

深层次原因。“互联互通”是近

年来家电市场的主流趋势，但对

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接受起来难

度不小。但适老家电应着眼于把

产品做得易用，而不是把产品做

得低端。比如，现在的不少洗衣

机功能很强大，一大堆按钮和互

联功能，很多老年人搞不懂。但

适老化洗衣机不是要把这些功

能全取消，而应该考虑怎么在保

留各种高端功能的同时，优化操

作流程，让步骤从五六步缩减到

一 两 步 ，让 老 年 人 更 加 易 于

掌握。

尽管目前的适老化产品还

存在诸多不足，但我们也欣喜

地发现，11 月初在重庆举办的

老年产业博览会上，不少适老

化智能产品纷纷亮相，智能电

动护理床、智能检测床垫、沐浴

“神器”、胶囊能量料理机……

不少“黑科技”适老化产品受到

了普通市民的青睐。

“沐浴‘神器’是将花洒、手

轮、进水整合成一体，折叠式浴

座设计，坐立两用，可实现休闲、

理疗等多重功能。”在重庆某企

业设置的智能适老家居展厅内，

65 岁的市民周明认真地聆听产

品介绍，此次观展，均价在一万

元左右的智能卫浴系统将是他

的购买首选。

除了便捷的居家养老设施

外，健康膳食也受到对适老化产

品有需求的市民“热捧”。展览现

场，通过一台 3D 膳食行为干预

互动教育系统便可完成营养计

算、模拟配餐等，为老人提供个

性化的膳食搭配。工作人员介绍

说，观察老年人的膳食结构是否

合理，可通过录入系统的数据进

行比对、分析，如每餐的脂肪、蛋

白质、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此外，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也有

特殊的膳食标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智

能化养老的前景令人期待。

适老化服务
契合“银发族”的美好生活需要

天气渐凉，一顿热乎、美味

的午餐是老人们的“头等大事”。

近年来，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加速

布设老人们的温暖“小餐桌”，社

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遍地开花。

每当用餐高峰来临，浦东新

区南码头路街道东盛居民区“和

合聚”助餐点内，志愿者许沂总

会观察老人们的剩饭。半年下

来，她对老人们的饮食偏好有了

更多心得——比如，鱼肉刺太

多，最好不选，非要选的话就是

带鱼。通过与供餐单位不厌其烦

地沟通，“和合聚”的菜单经历了

一遍遍适老化改造，赢得了许多

“回头客”，甚至还有不少老人排

队预订餐位。

以老人们的“一餐饭”需求

为突破点，上海还将在为老服务

上进一步挖深挖潜：以午饭为起

点，不少社区将助餐服务延伸至

早饭、晚饭，甚至将“小药箱”“小

浴室”也一并纳入；不少供应量

有余的社区食堂还向周边居民、

白领青年敞开大门。在助餐服务

之外，叠加了人情温暖的社区食

堂成了社区里的情感映射。

想要身体健康，除了饮食合

理，也离不开适当的锻炼。随着

老年人健康意识的增强，健身房

将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越来越

多的“银发族”也走进了健身房。

然而，不是每个老人都能实现到

健身房“练一把”的愿望。

家住湖北襄阳市顺安山社

区的何元安今年 63 岁，他说自

己年轻时就爱运动，练过体操和

游泳，至今还能在江堤上一口气

跑 5 公里。由于觉得跑步太枯

燥，他想找个健身房锻炼，可咨

询了两家，都因为年龄问题被婉

拒了。“我明白健身机构的担心，

怕我锻炼时出意外，要赔钱。”何

元安无奈地摇摇头。

一位健身教练表示：“健身

房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也确实

不合适，很多器械需要大幅度、

长位移的身体运动，对肌肉力量

要求很高，老年人锻炼容易出现

意外。即使不做力量训练，我们

也无法分辨老人是否有身体疾

病，所以只好设年龄门槛。”

目前，除了个别城市推出的

服务老年人的社区健身房，在全

国绝大多数地区，专属于老年人

的室内健身场馆还是凤毛麟角，

专业服务人才更是稀缺。广场舞、

散步和游泳固然很好，但不应成

为老年市民仅有的健身方式。不

少声音呼吁，应该在老人集中的

地区开设“适老健身房”，让想健

身的老人获得科学合理的安排、

优惠的价格和专业的指导。

对此，运动健身专家赵之心

建议，一方面，相关部门要积极采

取措施，建设或提供适合老年人

的健身场所，做好宣传、监督工

作，引导老年人科学健身，对健身

场所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企

业在运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老年

人的健身需求，有针对性地配备

硬件设施、设置相关课程，让老年

人能够花钱买到好服务。

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尝试，适

老化服务一定会惠及越来越多

人的夕阳生活。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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