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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适老化改造中的难题？
◎ 本报记者罗园

““凤城凤城””，，把文明把文明““种种””进生活里进生活里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卢瑶卢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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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职校生为何
“真香”了？
职校生就业率反超本科生，职业

本科录取线甚至逆袭普通高校。近年

来，职业本科高校在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科教融汇、职普融通等方面都得到

了显著提升，使得职业本科教育更加

符合社会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也使得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开

始重新审视职业本科教育的价值。

● 老旧小区单体楼已改造650个

● 整治背街小巷735条

● 新建口袋公园67个

● 设置便民张贴栏6240多个

● 路面修复近31万平方米

● 全市创建和美乡村 12247个，

占总村数85.37%

● 全市建成 1321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阵地实现全覆盖

● 实名注册志愿者人数逾90万

● 志愿服务组织及团体逾5000个

● 选树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1261名

● 其中 12人获评“中国好人”、90

人获评“广东好人”

“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地处粤北

的广东省清远市因其地形如同一只凤凰，

又被称为“凤城”。这座被北江滋养的岭南

古城，自古便是舟楫往来的通衢要津，而今

更以“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镌刻下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相辉映的时代注脚。

2015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

历经10年奋斗，清远荣膺“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文明化作一脉清泉，汩汩润泽出一城

风华。

夏意正浓时，记者走进清远，看到城市

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显著提升，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文明基因

在这里悄然生长。

当晨曦穿透树叶在老街投下光斑，60

多岁的清远市民邓淑华已经拎着布袋出门

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了。这个布袋里，

曾装着铲除城市“牛皮癣”的小铲子，如今

装着的是小巧的园艺工具。这些工具的变

化，见证了清远城市文明的进步。

曾经，邓淑华和其他志愿者在背街小

巷，手持小铲子仔细清理不规范小广告，为

消灭城市“牛皮癣”贡献力量。如今，她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变身“园丁”，用园

艺工具和大家一起装点生活环境。

“从需要志愿者去维护环境，到人人都

自觉自愿维护环境，我是参与者，更是受益

者。”邓淑华告诉记者，“如今，我们社区干

净整洁，邻里氛围文明和谐，15分钟生活

圈内设施设备完善。这样的生活就是我理

想中的生活。”

十年文明创建历程中，清远人感受到

的变化还有哪些？

“以前车催人，现在车等人。”斑马线

前，汽车和行人相互礼让的场景，让70岁

的老人段林志脸上露出了微笑。拄拐出行

的他行动缓慢，曾几何时，总担心过马路走

到一半时绿灯变红后车辆就通行了。但这

些年，他的忧愁渐渐消散。“大爷，不用急，

慢慢走。”善意的目光、温暖的言语，让段

林志稳稳当当地在斑马线上前行，走出了

属于他的幸福生活。 （下转2版）

面对适老化改造落地的重重困境，

相关专家给出了破局建议。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

主任李静认为，适老化改造首先要加强

宣传，增进理解，形成共识。政府主管部

门应向老年人及其子女宣传适老化改造

的重要性，在全社会营造“关注老龄化、

支持适老化、建设无障碍”的良好氛围。

其次，要统筹谋划，系统设计，整体

营造。在政策制定、项目设计、资金支持

等方面，关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

空间，既要重视设施设备等物理条件建

设，也要关注尊老敬老、颐养社区等社会

环境建设，更要关注老年人自我赋能、积

极参与等心理建设，打造宜居、智慧、韧

性城市。

第三，要多元参与，创新筹资方式。

在做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兜底

保障的基础上，鼓励更多家庭参与适老

化市场化运营，通过“政府补一点、企业

贴一点、家庭掏一点”的方式，调动老年

人及其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的积极性。

史秀莲建议，适老化改造推行“评估

先行+个性化设计”，引入专业评估，出具

定制方案并预留可变空间；构建“照护者

友好”标准体系，修订标准纳入照护维

度，推广同理心体验；创新资金机制，实

行分级补贴，探索金融产品，鼓励互助养

老；推动“全域适老”与科技向善，强制公

共空间适老改造，推广隐形智能技术，规

范适老产品认证；关注精神需求，采用

“去机构化”设计，嵌入社交接口，支持

“以老助老”；建立“改造后支持系统”，提

供使用培训，开通维护热线，建立动态评

估机制，实现从“有”到“优”、从“生存”到

“生活”的跨越。

长期参与助老服务的成都市爱有戏

社区发展中心养老事业部负责人刘琴认

为，专业社工个案管理方法介入适老化改

造工程至关重要。在改造过程中，将综合

评估、用具指导、照顾指导服务、跟进服务

等纳入全流程服务，确保老年人在接受改

造的同时，得到专业社工服务与照顾关

怀。改造完成后，社工还应继续提供关怀

陪伴和照顾者支持等服务，让老年人切实

享受到改造带来的便利和舒适。

6月26日清晨，成都锦江区东湖街道的一栋居民

楼，89 岁的邓婆婆左手紧紧攥着床边扶手，缓缓起

身。下床的瞬间，感应夜灯依次亮起，她拄着拐杖、扶

着墙，一步步挪向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她左手扶着

墙上的扶手，慢慢坐上马桶。

曾经，因严重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缠身，这些简

单的动作都需要女儿在一旁协助。如今，得益于公益

项目支持，邓婆婆的家中免费安装了床边扶手、感应

夜灯、助浴凳等适老化设施，居住环境安全系数大幅

提升。

适老化改造是对建筑硬件、家具设备、智能化设

施等进行改造，提升居住环境的安全性与便利性，让

老年人生活更加舒适安全。实际推进情况如何？记者

开展走访调查。

现状观察
适老化改造落地难

6月24日早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一家养老

院里，72岁的谢婆婆坐在轮椅上，在护工的陪伴下来

到院中呼吸新鲜空气。两年前，独居的她如厕时不慎

滑倒，之后便只能依靠拐杖行走。

谢婆婆的儿子罗先生远在外地工作，他告诉记

者：“老家房屋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存在建筑主

体老化、楼梯过陡、房屋设施老化等问题，适老化改

造难度大。”老人独居存在安全隐患，无法时刻照料

母亲的他，只能将其送到养老院。

这并非个例，不少老人居住的房屋，因硬件束

缚，难以实现适老化改造。

在成都高新区，87岁的鄢婆婆住在一处老旧小

区7楼的步梯房内，女儿因病长期住院，丈夫多年前

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生活无法自理。鄢婆婆不仅要承

担全部家务，还要照顾老伴。今年3月，老伴摔倒后导

致完全瘫痪。

事实上，一年前鄢婆婆家中就已完成免费的居

家适老化改造，安装了浴缸扶手、卫生间扶手、床边

扶手，还配备了三脚拐杖。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天我出门买菜，回来时老伴儿已从床上摔倒在

地。”鄢婆婆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她分析，可能是

老伴头脑不清醒，加之床边扶手此前损坏，下床时没

能借力，才导致悲剧发生。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适老化改造中，老人们还

面临改造方案与实际需求不契合的实际问题。免费

改造只是解决了部分紧要难题，一些老人不愿花钱

做进一步改造。

适老化改造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也面

临诸多挑战。

成都兴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习明虎告诉记者，公司业务涵盖

与政府合作的免费改造项目和付费商业

项目，过去两年，公益改造占比约80%，

商业改造仅占20%。他坦言，目前适老化

改造服务处于起步普及阶段，愿意自行

付费的群体有限。

他们结合公益项目在社区开展适老

化科普宣传、培训，以及评估改造时发

现，大部分老人因文化程度、生活环境等

因素，存在严重的行为认知偏差，即便有

免费改造的兜底服务，他们也不愿意接

受，这使得企业市场推广困难，难以实现

盈利和可持续发展。

“适老化改造存在认知、标准、资金、

技术及社会观念等多方面问题。”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公益时间基金管理委

员会主任、南京养老志愿服务联合会会

长史秀莲指出。

她表示，在认知层面，存在简化思

维，部分家庭只关注防撞条、扶手等基础

安全设施，忽视了老人身体机能变化带

来的动态需求，以及照护者在照顾老人

的动态过程中的需求；在标准方面，现有

行业标准覆盖不全，缺乏居家精细化改

造细则，“点状改造”普遍，缺乏全屋系统

性规划；在资金上，家庭负担能力有限，

中低收入家庭支付意愿低，智能设备等

维护责任不明。

不仅如此，在技术应用中，还存在

“智能≠适老”的矛盾，部分产品操作复

杂，公共空间缺乏科技包容性；观念上，

老人存在“病耻感”抗拒改造，家庭内部

需求也难以统一。

直击痛点
多种原因导致适老化改造难

破局之道
探索适老化改造“长效”之路

江苏：文明实践云上享“苏超”

本报讯（苏明）这个夏天，江苏掀起全民足

球狂欢！为迎接这场覆盖十三城的足球盛宴，

近日，江苏文明实践云平台推出的“苏超”专区

火热上线，引发广泛关注。

“苏超”专区精心布局四大核心板块：中央

主视觉区是7×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苏超”

赛事回放和精彩集锦，全景式展现赛场风云。

另外，还为观众精心准备了三大模块——苏超

赛事“对阵日程表”，展现江苏各地特色文旅资

源的“水韵江苏”，以及汇聚网络精华的“苏超

精选”。在全省 129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试点阵地，老百姓不用出村，就能通过

江苏文明实践云平台大屏便捷观赛、分享感

受，尽享融足球激情、城市精神与文化魅力于

一体的无限精彩。

我国已建设口袋公园
超4.8万个

截至去年底，我国已建设口袋公园超4.8

万个，绿道超12.8万公里。300多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实施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轮换开放草坪1.8

万余公顷，在公园中增加健身设施18万余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推动各地积极拓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新空

间，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据《人民日报》）

据重庆广电报道，女大学生小郑为减轻家

庭负担，暑假兼职家教。她为陈女士女儿授课

应得报酬4100元，补课结束后，陈女士以资金

周转困难为由拖欠工资。该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榜，引发网友热议。

编辑点评：陈女士不仅损害了小郑的权

益，也给女儿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家长作为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极为重要。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行为模式是

他们认知世界、构建价值观的重要参考。孩子

如同父母的复写纸，家长的每一次失信都是对

孩子诚信教育的消解。当孩子目睹母亲用逃避

责任的方式解决问题，便会不自觉模仿这种处

事逻辑，未来在面对承诺与利益冲突时，也可

能选择背弃原则。

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单纯的知识堆砌，家长

用行动诠释的道德准则，才是孩子受用一生的成

长指南。缺失诚信的言传身教，再多的补习投资

也难以弥补德行亏空，这堂“失信课”带来的负

面影响，远比拖欠的薪资更值得警醒。（向真）

9月3日晚将举行纪念
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

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将于9月3

日晚在北京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中央宣传

部、文化和旅游部将于8月至10月组织举办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文化和旅游

部、中国文联将于8月至9月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自7月7日开始，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

题展览”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

家教欠薪，
输掉孩子“诚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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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老人缺乏居家安全防护意识，适老化改造观念淡薄；适老化改造企业也面临运营挑战——

数说清远

记者观察

增添的适老化设施，

让老年人居住环境安全

系数大幅提升。但免费改

造只是解决了部分紧要

难题，一些老人不愿花钱

做进一步改造。

业内分析

目前适老化改造服

务处于起步普及阶段，存

在认知、标准、资金、技术

及社会观念等多方面问

题，难以实现盈利和可持

续发展。

专家建议

既要重视设施设备

等物理条件建设，也要关

注尊老敬老、颐养社区等

社会环境建设，更要关注

老年人自我赋能、积极参

与等心理建设，打造宜

居、智慧、韧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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