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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一老一小”日常需求，更好承托起特殊人群期待

持续加码布局各类民生服务设施载体建设，营造更包容友善的社会环境

创新机制，一个个“全国首创”回应民生关切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王嘉旖

氤氲着烟火气的社区食堂，服务功

能完善的家门口“养老旗舰店”，社区活

动中心化身社区“活力枢纽”……超大城

市上海，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工作，持续加

码布局各类民生服务设施载体建设。

今年以来，新增养老床位项目已完

成2450多张；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22家；社区老年助餐场所建成98个；

完成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1164户。一

个个更富活力的“家门口”站点，让“15

分钟生活圈”更便捷可及、包容多样，也

让更多人得以诗意地栖居。

在满足“一老一小”广泛的、普遍的

日常需求基础上，上海也千方百计解决

群众的实际困难，更好承托起特殊人群

的期待，并在这些领域有所创新破题。

譬如，在为老服务领域，在全国率先探索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增强社区互动

链接。针对儿童，创新设立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站，并实现街镇全覆盖，以设施建

设、机制保障牢牢兜住“最柔软人群”。

面向残障人士等，推进康复辅助技术咨

询师新职业，更好提升他们的生活自理

和社会参与能力。这一项项“全国首

创”，营造出更包容友善的社会大环境，

也助力建设人人向往的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85岁的母亲照料65岁的女儿。当

病灶一点点侵蚀女儿的理智，撕开了隐

忍多年的痛苦记忆。不只是“爱忘事”，

情绪激烈、行为突变……陪伴看护的焦

灼感，也被淋漓尽致地投射在大银幕上。

今年中秋节档期上映的电影《妈

妈》，描摹的只是认知症的一种。数据

显示，在上海，约14%至18%的老年人

处于患认知障碍的风险期。如能尽早

干预、延缓其发病时间，老人就能收获

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减轻家属照护

负担。

作为全国最先探索认知障碍友好社

区建设的城市，上海不久前宣布启动第

四批试点。至此，全市开展试点街镇将

达170家，“十四五”期间将实现街镇全覆

盖。“就像在社区里为认知障碍老人造一

台友好的‘时光机’，帮他们抵御遗忘的

侵蚀。”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这样注解。

只有知道对象在哪里、有多少，才能

对症下药。上海在社区筛查方面率先探

步。作为全市最早试点认知障碍友好社

区的区域之一，长宁区各街镇依托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

构资源启动针对性排查，对目标人群进

行初筛，再进行上门评估。

80多岁的张阿婆病症十分隐蔽，记

忆力没有明显下降，但个性却有了大转

变。不知何时起，她有了囤积癖——家

中角落都被各种杂物塞满，气味难闻。

亲属无法与老人共情，老人也放不下心

中的执念，因此更感孤独。

张阿婆一家的窘迫，后来被一家专

业社会组织化解。近年来，上海诞生了

尽美、剪爱等专业认知障碍干预服务机

构，他们产出了一套颇有成效的早期干

预“经验集”。经专业社工一次次上门疏

导，张阿婆道出事情原委。原来，许多老

物件都珍藏着她与老伴的回忆，为方便

翻看，干脆将它们全部摊开。

“每个反常细节的背后都有逻辑，我

们要找到诱因，用老人易接受的方式积

极化解，这也对延缓老人病程有积极帮

助。”对于张阿姨的“收藏癖”，社工的处

理方案是带来一堆透明盒子，按照她的

心愿将这些老物件收拢。

“筛”出的认知障碍老人会被细分为

轻度、中度、重度等不同等级，对接不同

的照护力量，匹配合适的干预治疗方式。

面对轻度或处于风险期的认知障碍

老人，主要借助社区服务的早期干预。

园艺疗法是点单率较高的非药物治疗方

法之一。通过建立互动链接，让老人们

在情感上有所寄托。

长宁区天山路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一楼的花架上摆放着绿植，每盆植物

还都清晰标注着老人的名字。一旁的黄

色标牌上写着，“请给自己认领的盆栽浇

水吧”。负责人邵佳说，寄养绿植，是帮

助老人建起与社会的链接。“他们不时想

起这盆绿植，能推动他们走出家门、与社

会互动。”

对认知障碍老人的照料是桩有“含

金量”的技术活儿，照料者和患者相处

时，如不掌握要领技巧，引发的不仅是老

人的焦躁不安，更可能是双方的矛盾。

市民政局最近对外公布了全国首创

的两个地方标准大纲——《老年认知障

碍照护单元设置与服务要求》和《老年认

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导则》，分别从生活

照料、膳食营养、睡眠照护、设施空间建

设、友好环境营造等不同方面入手，将好

用的方法上升至制度层面。“制定‘上海

标准’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能以更体面有

尊严的方式对待认知障碍老人。”市民政

局养老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说，在城市更

新的当下，希望通过保留更多老照片、老

记忆，让老人的情感有归处。

社区“时光机”让他们老有所依

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施行已满半年，上海针对儿童的保

护网络越织越密。今年9月底，全市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实现街镇全覆盖，共

同构筑起未成年人保护的基础载体，链

接各类资源服务，打通保护的“最后一

公里”。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全市率先试点

设立未保工作站的街镇之一。“给予未

成年人更全面直接、触手可及的保护和

服务。”五里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颖

这样理解未保工作站的意义。

在杨颖看来，未保工作站的两种功

能最为突出。第一，能及时处置突发事

件，做好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第二，也

是这些未保工作站更广泛的意义——

加强面向社区未成年人的心理咨询、家

庭教育等服务，让孩子们的成长始终有

温暖的支撑体系。

上海乐扬红树林慈善公益中心理

事长白莉，以社区里对学习产生焦虑情

绪的孩子为例，认为其背后更需要的是

对家庭中父母科学教育方式的指导。

依托普陀区各街镇的未保工作站，乐扬

试点嵌入心理关爱私密空间“未爱小

屋”，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特

点，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科学引

导、指导。由此，助力未成年人形成良

好的心理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

建立完善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

务体系，也是上海鼓励支持的未保工作

站功能服务之一。今年9月，闵行区

率先迈出探索——建立全市首家专为

孤独症群体服务的援助中心“号上蓝

屋”。该中心坐落于闵行文化公园里一

座矗立起的蓝色“城堡”建筑内。这也

标志着闵行区已率先完成区镇两级

“1+5”（1个区级中心和5个分中心）孤

独症援助关爱中心的体系建设，为全市

推广提供参考经验。

目前，该机构已开出首批康复培训

课程，并邀请已进入高校学习的孤独症

孩子作为志愿者进行现场辅助培训，增

强其社交表达能力和生活信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将为“星星的孩子”

建立一人一档数字画像，并据此建立个

性支持方案等。

下一步，市民政局还将牵头协调相

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应规范，并针对服

务机构提出人员标准等具体要求，希望

引导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关心关爱这一

特殊群体。

打通未保“最后一公里”

最近，41名沪上养老服务、康复治

疗从业者顺利通过理论和实操的双重考

核，有了一个新身份——康复辅助技术

咨询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这一新

职业的快速兴起，得益于上海的两项“全

国首创”。其一，率先开展相关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工作。其二，率先推广社区康

复辅具租赁试点。前者关乎这项新职业

的准入门槛，后者则指向就业前景。

“十四五”期间，上海计划培训3000

名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这一新职业究

竟是干啥的？通俗理解，为老人选轮椅

是他们的服务内容之一。对老人来说，

轮椅就像鞋子，需要配尺寸。相反，如长

期使用不适配的轮椅，不仅不适，还可能

产生褥疮或造成血液循环不良。康复辅

助技术咨询师的服务对象不只老年人，

还包括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他们的职

业目标是最大限度提升特殊人群的生活

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自2019年起，上海用三年时间推动

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截至去年

底，全市215个街镇乡均开设租赁点，实

现“家门口”全覆盖。

空间载体有了，还要做优服务产品目

录。市民政局建立“口碑榜”，持续调整目

录，每年邀请相关专家对征集产品进行初

选。对于护理床、轮椅等需求较旺盛的

刚需产品，今年还计划吸引更多不同品

牌价位的产品申报，从中择优选用。

试点中，市民政局也不断根据居民

反馈调整产品租期。自今年7月1日起，

本市在原先6个月一期的租期基础上，

新增3个月一期的租赁期限选项，让更

多人自由灵活地租赁产品。此外，试点

补贴还将探索通过信息化系统申请、审

批，相关平台于今年9月底开展系统测

试，11月底完成初步开发。

旺盛需求也将带动供给端的产品提

质，为吸引更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政

府近日修订发布关于加快本市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重点扶

持智能康复机器人、新材料等中高端领

域具有自主产权的康复辅具产品，打造

“上海创造”品牌。由此，培育孵化更多

高质量市场主体，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两项“全国首创”催生新职业

认知障碍照护
2021年底，全市已建成

7302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至“十四五”末将达到1.5万张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新增200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列入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9月底前实现本市街镇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全覆盖

近日，静安区江宁路街道试点社区托育“宝宝屋”，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