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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没有扶手，如厕后起身困难；洗澡没有淋浴椅，容易滑倒

摔跤；晚上频繁起夜，没有夜灯不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

是居家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对此，我市通过一个个适老化“小改造”“微

改造”，不断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那么，这

些暖心行动是如何落实落地惠民的呢？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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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红玲

适老“ 小 改造”
托起养老“ 大           ”

家居改造
变“有碍”为“有爱”

“来，进屋瞧瞧。”近日，在金

台区蟠龙镇东壕村，76 岁的葛

女女老人带着记者参观她适老化

改造后的家。一进院子，记者先看

到安装在门廊上方的一盏太阳能

感应灯；推开卧室门，映入眼帘

的就是炕边的一个黄色扶手，底

部被一块钢板固定在地上。

葛女女老人最满意这两处

改造，她说 ：“我年纪大了，晚上

要起夜好几次，两个女儿不能

天天跟着我，一个人在家最怕

摔倒，现在有了扶手，可以扶着

支撑，睡觉时不小心滚到炕边

它也能挡住。院子里的太阳能

感应灯不插电就能亮，晚上出

去上厕所再不愁看不清路了。”

结合老人日常起居习惯，葛女

女家还安装了可燃气体探测报

警器、卫生间警报器、紧急呼救

器、防滑地垫等适老化设施，让

这位独居老人的居家生活更安

全方便。

小改造带来的便利，让老人

增加了不少幸福感。在岐山县

蔡家坡镇宝九社区张玉英老人

家中，淋浴间增添的一把淋浴

椅也藏着不少“小心思”：安装

吸盘脚垫，遇水更牢固，防滑又

耐用 ；坐垫采用抗菌防霉材料，

配有排水孔，健康舒适。卫生

间内还设置了一个U 形扶手。

参与适老化改造的工作人员介

绍，卫生间空间狭窄，通常还兼

具洗澡功能，把U 形扶手安装

在坐便器与淋浴区之间，通过

改变扶手的方向，满足老人在

站、坐时抓扶、撑扶的多种需

求，并通过折叠减少了对空间

的挤占。说起家里的新变化，张

玉英老人满脸笑容地说 ：“方便

多了，也安全多了。”

发生在葛女女、张玉英老人

家中的新变化，得益于我市实施

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去年以来，我市出台了《宝

鸡市“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对

全市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范

围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

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截至去

年底，全市已完成 3730 户困难

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

一个扶手、一把淋浴椅、一

盏夜灯……这些不起眼的小设

施，改变着老年人“如厕难、出行

难、洗澡难、生活难”的大问题。

一户一策
量身定制更贴心

“阿姨，给咱们家里安装的

设施使用都正常着没？好用

不？”近日，宝鸡厚德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社工孙月铃走进金台

区蟠龙镇晓光村赵玉莲老人家

中，对 3 个月前她家的适老化改

造设施使用情况进行回访。

孙月铃说，赵玉莲家有行动

不便的人，在前期摸底时，赵玉

莲就提出家人在院子里起身活

动时没有可支撑的地方，靠墙

上绑的一根绳子借力，很不安

全。所以就根据她家的实际需

要，在门廊上方的房梁打入膨

胀螺栓，加固了起身借力用的

绳索，并在家里洗澡间、进户门

口砌了水泥斜坡，还安装了其

他安全便利设施。

“我市的适老化改造工作，

不是千家一面，而是根据各个家

庭不同的需求，一户一策、精准

改造。”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工

作人员说。按照实施方案的要

求，要摸清特殊老年人在安全、

健康等方面的功能需求，依照老

年用品配置清单，组成不同场景

居家环境的产品服务包，以农村

家庭改造按每户 2000 元、城镇

家庭改造按每户 4000 元补贴标

准科学实施改造。

曾在去年参与我市适老化

改造项目的宝鸡厚德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主任杜玉萍说：“按照

市、县民政部门的要求，拿到确

定改造家庭的名单后，我们安排

工作人员逐户上门进行研判评

估，一方面实地查看需改造家庭

的院落、厨房、过道、卫生间等地

方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

通过与老人详谈，了解老人的生

活习惯、实际需要。根据掌握的

实际‘一户一策’制定改造计划，

尽最大可能提升老年人居家的

舒适度、便利度和安全性。”

根据需要，一户一策、量身

定制，真正做到了“把好钢用在刀

刃上”，最大限度让更多特殊困难

老年人享受到优质服务。

凝聚合力
提升老年人幸福指数

面对众多老年人居家养老的

需求，减少他们在生活中的“磕磕

绊绊”，提升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便

利性和舒适性，仍需要多方合力。

让适老化改造走进更多老

年人家中，是提升居家养老服务

水平的基础。“今年我市计划再对

1700 个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杨伟萍说，

实施范围包括 900 户农村家庭、

800 户城镇家庭，根据不同需求，

为这些家庭进行防滑处理、高差

处理、如厕淋浴设备改造等，并为

老人配备手杖、防走失装置等老

年用品，通过适老化改造这个“小

切口”来服务“大民生”。

在今年我市两会期间，政协

委员刘舒萍把适老化改造融入

城市建设的内容写进了自己的

提案中。她认为，现在我市老旧

小区改造、无障碍城市建设等工

作一直都在推进当中，在公共区

域的阶梯加装坡道、防滑、扶手

等无障碍设施，在家中针对残疾

人的需求进行无障碍改造等。虽

然没有指明是为了适老化，但与

实施适老化改造却有着许多相

通相同之处。她建议，把适老化

改造与无障碍改造纳入城市规

划、建设、更新的硬性规定中，形

成更加人性化、适老化的城市更

新改造。

多年来关注适老化改造的

杜玉萍说，在入户进行改造施工

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老人家中

需要的适老设施设备价格较高，

已经超出了政策补贴的范围。有

时候机构会在能力范围内，购置

一些护理床等物品，赠送给急需

的老年人家庭，但毕竟是杯水车

薪。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在进一步

扩大适老用品配备范围、提高标

准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

组织、社会爱心力量，通过捐赠

等方式支持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形成对政府适老化改

造的有效补充和延伸。

在居家养老作为首选
养老方式的今天，需要多
方发力加快适老化改造步
伐，共同打造居家养老“升
级版”。

丰富个性化适老产
品，实现居家养老服务升
级。提起适老化改造，不少
人意识中还是在走廊、卫
生间加装扶手，安装夜灯
等。这些当然也能满足老
年人最基本的生活安全需
求，但要实现个性化、高品
质的居家养老无疑是不够
的。因此，要在拓宽基本适
老化改造覆盖范围的基础
上，鼓励企业抓住银发经
济发展机遇，为市场提供
高品质、智能化、人性化的
居家适老产品。例如，引导
家装公司推出智能家居、
无障碍设计等家装方案，
把家居设计与适老化设施
相融合，实现安全便捷与
美观舒适完美结合。

嵌入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养老服务体系升级。
目前，不少社区建有图书
室、书画室、社区食堂等服
务设施，可以将养老服务
嵌入社区公共服务中，对
现有资源进行适老内容扩
充。比如，有活动中心的社
区，举办适合老年人的文
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
神生活 ；有健康咨询室的
社区，定期提供医疗护理、
康复保健等服务 ；有社区
食堂的，可开辟上门送餐服务等。通过一
步步的适老化融入，不断完善家门口的
养老服务。

打造专业队伍，实现养老服务质量
升级。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是居家养老
提质的重要一环。目前，养老护理人员
数量少、年龄偏大、专业技能水平参差
不齐等问题亟待解决。要加强养老服
务人员队伍建设，健全专业知识教育和
技术培训必不可少，可以通过相关部门
开展的就业技能培训活动，开设养老服
务、老年人护理等课程，达到既能补齐
养老护理队伍短板，又能促进就业的双
赢效果。

只有多方发力，让居家养老形成以
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公共服务为依托、专
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养老服务模式，才能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适老化改造让特殊困难老人家中有了太阳能感应灯

工作人员辅助农村残疾老人使用院子里新铺设的无障碍坡道

老人家中铺上了防滑地垫 工作人员为有需求的老人安装淋浴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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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为老人在炕边安装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