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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不离家  垂暮不离亲 

----杭州市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纪实 

叶慧 

“一张床，三顿饭，有人照看。”这是传统的养老模式。但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今天，老年人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

性化。他们希望得到精神关爱、享受优质医疗保健、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回应群众期盼和需求，杭州市确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大养老目标，根据不同

需求，分层级、精细化地开展养老服务业改革，探索形成了一个能让亲情“回家”的养老模式。 

2014 年 7 月，杭州市被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确定为首批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今年，又被列为浙江省养老服务业

综合改革唯一市级试点城市。 

就近就亲 

截至 2015 年底，杭州全市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有 150 . 9 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20 . 86 % ，其中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26 . 9 万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约 8 . 7 万人。庞大的养老群体中，养老方式以居家为主，占九成以上。 

顺时应势，杭州努力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改革创新。通过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布局，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就近、就亲养老。 

“现在我们来做手指操吧！跟着我，动动大拇指„ „ ”护理员话音刚落，阴岁的孙奶奶慢慢举起左手的大拇指活动起来，

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 

今年 6 月，孙奶奶住进了办在自家小区里的微型养老院-----杭州市拱墅区元墅和睦养老园。这是一种就近提供集中照护服

务的社区托养服务设施，主要服务对象为高龄老人和失能失智的老年人。 

“辖区几个社区原先都设有日间照料中心，后来不少家庭反映最好有 24 小时的照料服务。”拱墅区民政局养老指导科工作

人员说，一开始，建议老人去郊区养老院居住，但他们觉得子女探望不方便，新环境难适应，不喜欢。 

2013 年 7 月，民政部颁布了《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将养老机构床位数的要求由 50 张降为 10 张，这为建立微型

养老院开了绿灯。 

拱墅区将和睦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改建成社区微型养老院，引进养老服务团队运营。 

元墅和睦社区养老园建筑面积只有 305 平方米，20 张养老床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不但有提供报刊书籍的文

化养生屋，供休闲娱乐的棋牌室、健身房，还有专科医生坐诊。老人房间布置得温馨亲切，很多房间墙上挂着老人年轻时候的

照片和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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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负责人朱小玲说，微型养老院设在社区，就是要营造家的氛围。 

因为开在家门口，几乎每天都有晚辈前来探视。老人们对记者说：“儿女们就住在这个社区，每天都来看望，拎点汤水，

送点水果，方便得很。” 

许多农村老人有“恋家情结”，不太习惯离土离乡住敬老院。针对这个问题，杭州市在各个乡镇和行政村建设农村居家养

老照料中心，通过政府适当补贴、社会化运营、专业组织介入等方式，就近为农村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医疗保健等服务，并计

划到今年年底实现全覆盖，形成农村 20 分钟的养老服务步行圈。 

从 2014 年开始，杭州市的农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又有了升级版：鼓励村民利用闲置房屋开办微型养老机构，为老人服务。 

桐庐县分水镇塘源村村民汪亚君喝了“头口水”。她将自家闲置的房子改造成微型养老院，取名“阳光养老服务中心”。

尽管只配设了 21 张护理型床位，但食堂、棋牌室、阅览区、小公园等一应俱全，刚投人使用就吸引了本村及周边老人入住，目

前已住满。 

汪亚君说，请来的 3 位护工都是当地村民，经过专业培训后持证上岗。只要老人乐意，他们还会领着老人们在菜园里播种、

施肥、采摘，让老人们老有所为，乐在其中。 

杭州计划到 2017 年，50 ％以上街道（乡镇）要建有面积较大、功能较全的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长者服务中心），

让老人“养老不离家，垂幕不离亲”。 

医养一体 

眼下有一些养老院，“养”的环境很好，而“医”的条件却跟不上。 

对此，杭州市持续推动医养一体化，出台《 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工作的通知》 ，鼓励养老机构把医院

或诊室搬进养老院，让老人就近得到专业治疗和护理。 

位于下城区的杭州馨和园颐养院就是一家拥有 800 张床位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改建之初，颐养院就引进了杭州求是医院

人驻，把 15 个楼层分为公共活动区、医院诊疗楼层和护理楼层。 

在 2 一 5 楼的诊疗区，记者看到，这里共开辟了 15 个临床及相关辅助科，室，其中内科（老年病）、ICU 重症监护室、

肿瘤科、康复医学科等科室，是专门为养老院老人“量身定制”的。ICU 重症监护室有 41 张病床，设备先进，医生团队也来自

大型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我们有 70 ％以上的床位是为半失能、失能老人设置的。”颐养院负责人范著华说，房间的设计都为方便老人而设置，比

如每床都配有呼叫对讲系统、吸氧吸引医疗带和无障碍卫生间，方便老人第一时间得到照料。 

今年 5 月，一位 95 岁老人因呕吐物吸到气管里，导致呼吸不畅。求是医院的医生立马给他开通气道、做辅助给氧，送往

四楼的 ICU 重症监护室抢救。因为抢救及时，老人恢复了健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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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融合是养老院发展的趋势。到目前，杭州已建成护理型养老床位 3 . 06 万张。”杭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杨英英说，今

后还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要求养老机构设置医务室或独立的医疗机构，并鼓励硬件设施较为完备、病源萎缩的一级或二级医

院，以及条件成熟的养老机构转型升级为老年护理院或老年康复医院。 

杭州市的目标是：到 2017 年前，各区（县、市）均要建设 1 家护理型养老机构，到 2020 年，实现养老和医疗护理资源共

享，护理型床位比例不低于养老床位的 60% 。 

评级挂星 

到 2015 年底，杭州全市有各类养老机构 316 家，其中民办机构 136 家。全市床位总量 6 . 19 万张，何百名户籍老人拥

有养老床位 4 . 04 张，高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居全国前列。 

为了提高养老服务机构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杭州出台了《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与划分》 、《 养老机构服务规范》 等 6 

个地方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杭州市养老服务业协会会长但志婷说，“杭州标准”除了重视养老服务机构的规模、床位等“硬杠杠”外，更强调“软实

力”。软实力体现在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品质上，例如机构拥有具备初、中、高级的护理人员，以及医生、护士等专业技术人

员的，就可相应加分。 

“杭州标准”还强调养老机构不仅要对老年人的身体负责，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注重人文关怀。另外，每个参评的

养老机构必须要有消防安全证书、营业执照以及卫生防疫证书，三证缺一不可。 

等级评定的情况定期公布，让老百姓更加方便地选择养老机构。也就是说，选择养老机构，只要看看门口有几颗星就心中

有数了。 

杭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杭州把养老机构的发展与补助挂钩，服务水平越专业、对老人越贴心的养老机构等级就高，

获得的补助资金也多，从而推动养老机构上等级、提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