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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门槛铺设移动式坡道，各处墙角

安装上防撞条……提起家里的变化，蚌埠

市淮上区太平新村小区居民郑良贤笑得

合不拢嘴：“年纪大了，就怕磕磕绊绊。适

老化改造后，洗澡、上厕所、行走方便多

了，不用害怕一不留神就摔倒啦。”

75岁的郑良贤是政府兜底保障对象，

常年独居。几年前的一次意外让他腿脚

摔伤，自此行动不便，日常生活存在一定

困难。“不能站立太久，蹲下去和起来都非

常吃力。”郑良贤说。

2020 年，省民政厅、省发改委等多部

门联合出台《安徽省加快实施居家适老化

改造工程的实施方案》，采取政府补贴等

方式，对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实施适老化改造。

蚌埠市按照户均不高于 3000 元的标

准，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

造予以资金补助，并将改造范围适度扩大

到城乡低保对象和困难老年人中的高龄、

失能、残疾家庭。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的

实施，郑良贤没花一分钱就享受到居住环

境的改善。

“我们充分考虑老人的身体状况、家

庭环境、生活习惯，量身定制改造方案。”

蚌埠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志

峰告诉记者。该市印发《居家适老化改造

项目建议清单》，明确 7 大类 30 个改造项

目，既有地面防滑、厕所扶手等基础配置，

还有蹲便器改坐便器等可选项目；同时，

坚 持 以 老 人 需 求 为 导 向 ，实 行“ 一 户 一

策”，民政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

综合评估，根据老人家庭实际情况制定合

适方案，力图解决生活堵点。

经过专业评估、适老设计、精细施工，

郑良贤的家改造后焕然一新，处处是令人

安心的适老化设施。最让老人满意的还

是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垫，增设扶手

和助浴椅，现在可以坐着洗澡。小改显大

爱，一个个用心的设计，让我的生活变得

温暖。”郑良贤说。

截至 2022 年底，我省已有 22946 户特

殊困难老人家庭享受到居家适老化改造

带来的便利。

一户一策

“小改造”带来“大便利”

适 老 改 造 一 小 步 ，幸 福 养 老 一 大

步。去年，民政部等 4部门联合发文，提

出“十四五”时期支持 200万户特殊困难

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

化改造，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进一

步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

利化。今年，我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计划实施改造 5万户。

围绕适老出行、健康、服务环境等

方面的改造提升也在积极推进。合肥

市瑶海区将适老化改造纳入区级城市

更新行动规划，2022年投资 1.2 亿元用

于支持 9个老旧小区及周边便民设施的

品质提升，在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方

面重点投入公共区域无障碍

设施改造，统筹全区

养 老 服 务 设

施总体

配建及家庭适老化改造试点推进。结

合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去年蚌埠对

100户居住在家中并经能力评估确定为

中、重度失能老年人试点建设家庭养老

床位，推动专业养老服务向家庭延伸。

聚焦老人“吃饭难”问题，安庆市去

年投入各级财政资金 3534万元，撬动社

会资本投资 980.9万元建成老年食堂（助

餐点）512个，完成率达 102.4%。蚌埠市

建成老年食堂（助餐点）420个，累计服务

老年群体约 32万人次。“目前，我们基本

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满足需求、共

建共享的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吃上可口饭菜。今年还将新

增城乡老年食堂（助餐点）不少于 162
个。”蚌埠市民政局局长刘雪洁说。

日前，我省发布《关于加快促进养

老产业发展的意见》，聚焦养老照护、康

复辅具、适老设施、老年教育、老年旅游

等重点领域，推动养老与医疗、文旅、体

育等多业态深度融合。《意见》指出，结

合实施城市功能品质提升行动，制定完

善适老化房屋建设和改造标准，拓展老

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覆盖范围，争取更

多项目纳入城市功能品质提升行动重

点项目库并统筹推进实施。到 2025年，

城市养老服务 15分钟服务圈基本形成。

“适老化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安徽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教授徐旭初建议，当下，一方面

应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适老化改造

的知识、理念和政策，充分激发老龄市

场潜在需求；另一方面，快速培养大量

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专业队伍，开发更

多高质量适老化产品，帮助老人跨越数

字鸿沟，共享智慧生活。

“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合力

打造舒适称心、安全方便的养老环境，

不仅是造福老年人，也是在帮助我们自

己。”徐旭初说。

多方合力 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这个智能监测床垫好，关键时刻

能救命。”蚌埠市蚌山区四季阳光小区

居民张文丽跟记者夸赞道。张文丽今

年 64 岁，摔断腿后一直卧床，且患有心

律失常等心脏疾病。该区民政部门根

据老人的迫切需求，为其适配了智能监

测床垫、紧急呼叫按钮、烟雾报警器等

智能化设施。

“智能床垫能实时监测心率，并与

信息化后台连接，异常时触发自动报

警，后台工作人员会立刻电话通知我老

伴。”张文丽说。上个月的一天上午，熟

睡中的她被后台监测到突然心跳过快，

所幸及时通知到在外买菜的老伴陈德

利，才避免了险情发生。

“说实在话，如果不是政府补贴，我

们不会想到主动改造环境，平时生活麻

烦点也就忍着了。”张文丽坦言。

“我们希望利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引

导有需要的老年人家庭开展居家适老

化改造，加快培育公平竞争、服务便捷、

充满活力的适老化市场。”吕志峰说。

在安徽长期从事适老化改造项目

的周涛告诉记者，实际上，目前大多数

适老化改造还是以政府、养老机构项目

为主，个人客户较少，“在社区推广时，

虽然大部分老人认为家庭适老化改造

‘很有必要’，但自掏腰包的意愿不高。”

适老化改造遇到的这个门槛，也是

养老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由政府补贴

出来的需求，无法刺激更多老年人为此

付费。而在农村，推广适老化改造面临

更大难题。周涛说，大部分农村老年人

从没听说过适老化改造，不了解改造的

作用和重要性，“他们更希望政府能提

高养老金、医保报销待遇。”

从供给端来说，居家适老化改造服

务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专业性，目前具

备相关专业知识技能、能够胜任相关工

作的服务机构数量不多、规模不大，适

老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对于生活在老旧小区的陈德利而

言，如今的好政策让他家环境变得舒适

又安全。然而，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小

区没有电梯必将限制老人的日常出行。

陈德利也期盼：“希望政府能再给点力，

推进社区环境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年

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供需不配 适老改造市场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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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化改造适老化改造，，期待再加把劲儿期待再加把劲儿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我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216 万人，占常住总

人口的 19.8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968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15.80%，比 2021年上升 0.36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问题迫在眉睫。如何让老年人健康幸福地安度晚年，正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推进适老化改造，从一个个细节入手，力图解决老人生活堵点，打造舒适称心、安

全方便的养老环境。

近年近年来来，，我省积极推进适老化改造我省积极推进适老化改造，，从从

细节入手细节入手，，为老人打造舒适称心为老人打造舒适称心、、安全方便安全方便

的养老环境的养老环境——

走近·关注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

意见》提出，进一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鼓励按照适

老化标准建设疗养式、社区式养老项目。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

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数据显示，我国有 90%的老年人居家养

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社区生活圈”适老化做得

好不好，直接关系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

产业、构建符合国情的养老体系，需要社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

色，加快建设高质量适老型社区。

社区适老化改造需“对症下药”。老年人机体能力下降，其

中不少人还存在行动不便等问题，应根据老年人生理特征，有

针对性地解决老年人生活痛点。定期统计常住老年人口数量，

合理规划老年食堂、老年健身中心等项目，在公共区域配置足

够数量的老年人专用扶手、敬老专座等设施，满足老年人基本

活动需求。适老化改造既要关注社区整体环境，也不能忽视

“居有所安”，开展上门排查服务，引导老年人添置防滑浴椅、防

滑垫、适老椅等安全用品。针对独居老年人，可采取安装智能

水表、配备紧急呼叫铃、社区医生上门探视等措施，及时掌握老

年人生活状况，防范意外事故发生。

社区适老化改造要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社

区应充分听取老年住户意见，开展种类多样的娱乐活动，方便

老年人按需选择。若老年人有意深造学习，可协助填报老年大

学、指导老年人使用网络教育资源，有条件的还可邀请周边院

校老师、专家学者到社区举办公开课，与老年人面对面交流。

若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好，愿意发挥“余热”，可鼓励他们参加志

愿活动。蚌埠淮上区淮滨街道仙林苑社区老年住户自发成立

夕阳红志愿服务队，积极承担社区环境整治、看望困难家庭，获

得好评。

社区适老化改造要织密老年人权益保障“安全网”。老年

人接受新事物能力相对较弱，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社区可集

中开展防骗宣传活动，科普反诈防骗技巧，引导老年人安装反

诈 App 等工具，增强老年人防骗能力。加大安全管理力度，防

范来路不明人员接触老年住户，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随意在社

区内开展商业活动。持续完善社区法律援助站建设，为老年人

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协助遭遇侵权的老年人依法维权，

挽回损失，让社区生活更有安全感。

社区养老无小事，多措并举送暖意。加快建设高质量适老

型社区，不断加强和改进社区养老服务水平，让老年人在社区

有所养、有所医、有所为、有所学、有所乐，安度幸福晚年。

执笔：梅 麟

加快建设

高质量适老型社区

■ 本报通讯员 高 桢 本报记者 刘良慧

“现在腿脚不灵便，走路怕摔倒，自从政府给我安装了这个

无障碍坡道、防滑地垫，在卫生间马桶上安装了助力扶手，现在

上厕所再也不担心摔倒了。”近日，面对回访的镇民政所工作人

员，肥东县陈集镇大魏社区 90岁高龄的徐志琪说。

“适老化改造不是普通的家庭装修，要根据不同老人的居

家环境和生活习惯进行分类改造、量身定制。”肥东县民政局养

老服务指导中心负责人周海欧介绍道，在施工之前，对有改造

需求的老人要上门实地评估，制定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案，做

到事前有方案，事中有监督，事后有验收，确保适老化改造服务

高质、高效、实用。

据周海欧介绍，去年以来，肥东县民政局通过对困难家庭

的摸排，确定了 736 户改造对象，通过第三方服务机构上门评

估，先后改造设置了 A、B两类型的防滑地垫 3968个，敷设 A、B、

C 三个类型坡道 459 个，新添水泥坡道 65.96 平方米，一字型、L
型、U 型和床边定位部分等型号扶手 1472 个，过道扶手 651.7
米，新增辅助起身器 249 个，A、B、C 型号助浴椅和轮式助浴椅

705把，智能拐杖 472个，腋拐 21个以及圆头拐、四角拐，阶梯双

湾拐 245个等，切实帮助老年人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

有效解决了老人因地面湿滑、起夜不便、如厕困难等“窝心事”。

作为分散供养的特困老人生活起居，一直是县乡两级民政

牵挂于心的大事。在实施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县民政局多次上

门请老人自己拿主意，提出需要改造的设想。在该县马湖乡三

官社区 86岁老人卞华友家里，县民政局根据老人的提议，迅速

为老人改造了防滑地垫，安装了卫生间 135度扶手和床边扶手，

为老人配置了助浴椅，手杖等器具。“自从我拿到圆头拐杖后，

无论到哪，拐杖都成为我的‘爱心小助手’，外出散步，走亲访

友，都带着它。”卞华友笑呵呵地说。

为有效缓解老年人因生理机能变化导致的生活不适应，增

强老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肥东县民政局精准施策，

在“适”字上下功夫，以老人的需要为准绳进行量身定制，以老

人居住环境的不同进行分类改造，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去年

以来，县民政局瞄准 736户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目标，截

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改造任务。从 2021年起，连续两年共实施

适老化改造 1367 户，超额完成市级下达的（2021~2023 年度）

1300户目标。

“适”字上下真功

解开老人许多愁2 月 15 日，合肥市蜀

山区琥珀街道一老旧小

区通过开展加装电梯等

适老化改造，有效改善居

民居住条件，提升群众幸

福指数。

本报通讯员 陈三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