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数据显示袁 截至
2024年年底袁 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3.1 亿人袁65 岁
及以上人口达 2.2亿人袁 占比分
别为 22%尧15.6%遥 如何为庞大的
老年人群体做好服务袁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尧安享晚年袁越来越受
到社会关注遥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一届中

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袁来
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
门尧社会组织尧品牌机构参展参
会袁聚焦新时代老年人多层次多
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袁探索养老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尧新模
式遥 野我国老年群体多样化尧差异
化尧 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日益增
长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袁推动
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袁已成为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遥 冶展会主办
方尧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
会执行会长徐建中表示遥

促进多元参与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

养老是当前社会主要的养老服

务形态，与居家、社区养老相比，

机构养老虽服务老年人数占比

不多，但其专业性更强，功能作

用不可替代。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供给

不断增加。截至今年，全国各类养

老机构和设施达到 40.4万个，养
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

62.2%，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
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30余万张。
“我们的服务内容涵盖机构

养老、社区服务、康复指导、辅具

租赁及适老化改造等，以‘1+N’
机构社区联动全覆盖模式，满足

老年群体的多样化服务需求。”

内蒙古包头伍心孝荣智慧康养

服务中心负责人魏巍说。

“在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推动

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养老服务业，智慧养老、康养

综合体等新业态不断出现。”魏

巍告诉记者。

居家养老是我国最基本、最

普遍的养老方式，承担了超过

90%的养老服务需求。为满足日
益多样的居家养老需求，当前，

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乃

至上门打针、上门体检、上门护

理、上门康复等专业的养老服务

逐渐走进家庭。同时，越来越多

的地方将适老化改造融入老旧

小区改造和市政配套建设中。

社区养老作为养老服务的重

要依托，为居家养老提供了有力支

持。多地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成效

显著。广东全省建设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超 2.1万个，农村覆盖率超七
成；重庆建成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站

2800 多个、农村养老互助点近
8000个，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实现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全覆盖。各地因

地制宜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逐步构建起功能完善、群众可

及的社区养老服务新格局。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我国正推动三类养老服务贯

通协调，加强各类养老服务在老

年人全方位需求、全生命周期、

全生活场景的协调联动，让老年

人无论在家庭、社区还是机构，

都能够享受到方便可及的服务。

科技持续赋能

早晨起床，机器人与老人互

动；饭后，机器人提醒老人服药；

日常生活中，陪老人聊天、健身，

帮助老人与亲友通话；危急时

刻，机器人快速监测跌倒并一键

呼叫家人、社区和医疗机构……

森丽康科技研发的“小丽”系列

机器人的介绍和演示，吸引了观

众驻足。

“我们积极发展智慧养老，

将 AI 机器人作为核心载体，推
动养老服务从人力密集型向技

术辅助型转变。”森丽康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雅告诉

记者。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迅猛发展，科技养老、智慧

养老理念在养老服务业中不断

兴起。有机构预测，2025年中国
智慧养老市场规模将达 7.21 万
亿元。业内人士介绍，许多针对

老年人群体研发的科技产品很

受市场欢迎，将为养老产业打开

新的增长空间。

目前全国多地正在发展智

慧养老，让科技为养老服务业深

度赋能。“北京正加快推动智慧

养老产业发展，打造智慧养老康

复辅具产业发展示范区，推动新

技术、新产品在居家、社区、机构

养老等场景的应用。”北京市民

政局副局长赵学刚介绍。

今年 4 月，工信部公示了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

目录（2024 年版）》，包括六大类
共 80 个产品及解决方案，AI 生
命体征检测仪、AI训练辅助机器
人等集合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养

老产品被列入其中。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

学院院长杜鹏认为，随着未来人

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对科技服务

方面接受程度较高的人群将逐

渐步入老龄化，科技养老的需求

将进一步增加，应提前做科技养

老的相关产业布局，推进养老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

难题亟待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

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

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

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专家表示，当前养老服务业在

设施、人员、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

难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城乡区

域发展不平衡、适老化设施不足、

专业护理人才短缺、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以及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

长期护理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这

些问题已成为制约养老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高雅认为，相关企业应进一

步加强技术研发，在效率提升与

人文关怀间找到平衡，同时，构

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生活服
务机构+科技企业”协同生态，不
断满足多元化养老需求。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

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

副院长吴玉韶认为，在老龄化、

技术变革、产业迭代、商业革命

等大趋势下，将来养老“硬件”不

是问题，“软件”是大问题，“人才

短缺是制约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瓶颈性问题，而且是全方位

的，不仅缺护理员，更缺专业技

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为解决我国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存在的总量不足、年龄大、

学历低、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

题，民政部等 12 部门印发了《关
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的意见》，提出以发展养老服务

技能人才为重点，全方位吸引、

培养、用好、留住人才，打造一支

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德技兼备

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杜鹏说，未来 10 年是我国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的关键期，照护和养老服务

将面临老年人口巨量增长带来

的挑战，要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

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应推动

养老服务从以服务特殊困难老

年人为主向服务全体老年人转

变，从以政府供给为主向政府、

市场、社会多元供给转变，从以

机构养老为主向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转变，从兜底保障、生活

照料向更有质量的医养康养相

结合服务转变。

渊据叶经济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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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养老服务更智慧

前不久，一场以“春蕾计划”

为主题的培训活动在江西省上饶

市方志敏干部学院启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公益同仁齐聚红色热

土，共商女童关爱大计。上饶市妇

联以“四季情怀”深耕公益沃土，

用 2260 余万元爱心善款、3.6 万
余人次的女童资助数据，勾勒出

一幅“爱心接力、护蕾成长”的温

暖画卷，让与会人员印象深刻。

春风化雨院
织就全域爱心网络

“退休 9 年，累计捐出 70 余
万元资助 57 名女孩……”在“上
饶女性”公众号“爱暖春蕾 茁壮

计划”的专栏里，退休交警郭小

萍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这名

省吃俭用 44年的“春蕾妈妈”，
用毕生积蓄为困境女童铺就求

学之路。而弋阳一中教师周燕萍

的身 份 转变 则 更 具 象 征 意

义———从昔日受助的“春蕾女

童”到如今的“春蕾妈妈”，她常

说，“曾被光点亮，便要成为光”。

这样的温暖传递，在上饶已

成常态。市领导为爱心集体和个

人颁奖、“春蕾女童”们发表受助

感言的场景让人感动至深，“春

蕾故事展”每年吸引上万名市民

驻足，“春蕾妈妈赋能培训班”让

爱心更具专业温度。每逢“99公
益日”，街头巷尾的“春蕾计划”

宣传牌与社区干部手把手教居

民线上捐款的场景，构成城市文

明的生动注脚。

“公益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

赴，而是千万人的力所能及。”上

饶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玉君

表示，全域参与的爱心网络，正

是“春蕾计划”在上饶蓬勃发展

的根基。

夏木展枝院
唱响公益品牌强音

“为孩子们捐款，必须给

力！”上饶市委书记、市长带头参

与线下募捐的场景，让每两年一

次的集中捐赠活动成为城市盛

事。企业、商会、政协委员纷纷响

应。“商会+春蕾”“委员+春蕾”等
创新模式，让爱心从机关单位延

伸至社会各界。

线上募捐更显“热度”：2023
年，上饶市妇联募集 121万元，配
捐后达 183万元；2024年募集 168
万元，配捐后升至 229万元，连续
两年创下全省募捐金额第一的佳

绩。为让善款“款尽其用”，上饶市

将配捐全额返还募捐团队，实现

“爱心款—受助者”精准对接。

“每一分钱都带着温度，我

们要让它照亮最需要的角落。”

一名基层妇联干部坦言，数据攀

升的背后是无数爱心人士对“春

蕾计划”的信任与支持。

秋收希望院
精准守护成长轨迹

“帮孩子，不能只给钱，更要给

希望。”在弋阳县一场特殊的“见面

会”中，时任县政府副县长化身“春

蕾爸爸”，与孩子们做游戏、聊梦

想。为实现精准帮扶，上饶市建立

“三个看见”机制：挨家挨户走访识

别困境女童，名单公示 5天确保公
平；全市 10个“春蕾班”、163名“春
蕾妈妈”与女童结对，追踪成长轨

迹；每次表彰会通过颁奖、微信“喜

报”，让爱心被铭记。

玉山县一名受助女童在日

记里写道：“‘春蕾妈妈’不仅送

来了生活费，还陪我过 12 岁生
日，给我讲数学题……”这样的

细节，正是上饶市妇联“从物质

资助到心灵陪伴”帮扶理念的缩

影。通过建立困境女童动态档

案，妇联干部们用“绣花功夫”织

密关爱网络，让每一朵“春蕾”都

能在阳光下绚丽绽放。

冬寒送暖院
构建立体关爱矩阵

2600多个“儿童快乐家园”、
34家“阳光驿站”、100户“焕新乐
园”……在上饶乡村，这些充满

童趣的空间成为“春蕾女童”们

的第二个家。妇联组织不仅送来

书包、生活费，还开设了“数字图

书馆”“音体美课堂”，为乡村女

童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针对不同年龄段需求，上饶

市推出差异化关爱：为青春期女

孩举办“悄悄话讲座”，为大龄女

童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帮助一名

女童，可能就会改变一个家庭的

命运。”一名妇联干部分享了一个

故事：曾受助的女孩如今成为乡

村教师，不仅资助了三名留守儿

童，还发起了“乡村女童读书计

划”。这种爱心接力，正是上饶市

构建立体关爱体系的核心目标。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正如培训活动中一名参与

者感慨：“在上饶，我们看到了公

益的种子如何在红土地上生根

发芽，最终绽放成满园芬芳。”

对此，刘玉君表示，今后将

继续汇聚更多社会力量，让“春

蕾”之光照亮每个困境女童的追

梦之路。 渊据叶中国妇女报曳冤

江西上饶创新公益模式构建“春蕾”立体关爱体系

以野四季情怀冶照亮 3.6万女童成长路

一位高龄居民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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