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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适逢重阳节与敬老月，作为给

全市老年朋友的一份“健康礼物”，

10月22日，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闵行梅陇

院区）正式开业。该医院由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同质化管理

运行。

这是上海首家直接以“老年”二

字冠名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全新

的医院将带来什么？记者实地探访

发现，这里不仅在学科设置、诊区布

局、就医流程上进行了全面“适老

化”改造，还将建成全市最大的康复

综合治疗区，承担医养结合领域“社

会服务与行业指导”任务。这家新

医院实为上海市应对老龄化进程、

构筑辐射全市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的重要落子与全新布局。

老龄化挑战愈加明
显，新医院应运而生

根据市老龄办、市卫健委和市

统计局完成的2022年上海市户籍

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截

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市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553.66万人，

占总人口的36.8%。换言之，在上

海，平均每三个人就有至少一名

“60+”的老人。随着人群预期寿命

不断延长，老龄化挑战将愈加明显。

上海正持续推进老年友好型社

会建设，提出到2025年建立与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口

老龄化进程相匹配的老龄事业发展

体系。基于此，上海市老年医学中

心应运而生。这家全新的医院位于

闵行区梅陇镇，核定床位1000张。

作为这家新医院的“最强专业

支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

长、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院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樊嘉表示，上海市老年

医学中心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采取同质化管理模式运营，主要的

管理团队、临床专家均为中山医院

派驻。“中山医院是全国首个启动的

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单位和首

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单位，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也将以其独特

的学科定位和区位优势，在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医疗服务等方面积极

探索，参与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

建设。”樊嘉说。

推进全新医疗模式，重点落子“康复医学”

走进这家新医院，已能感受到有别于传统医院的设计：

门诊诊区的布局打破了传统的内科、外科、专科检查分离的

布局模式，诊区设置为围绕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神经

系统、生殖泌尿系统等的综合诊疗病区，患者可以减少“跑

动”，尽可能在一个区域里完成所有诊疗。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家新医院不仅标示标牌的文字特

别大，有助于老年人辨别，更深层次的适老化改造在于就诊

流程的升级。围绕“疾病系统”设立的综合诊区不仅让就医

更便捷，也更符合现代医学发展方向，减少因医学学科分科

过细导致患者就医过程的“割裂”。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还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整合式医

疗模式，比如，成立由心内科、心外科与血管外科联合的心

血管诊疗中心，由呼吸内科与胸外科联合的胸部疾病诊疗

中心，以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这一创新的诊疗模式——以疾病系统为单位，为患者

提供个体化、规范化的一站式精准诊疗服务，可以实现各科

优势的最大化整合，进一步提升老年患者的体验感。”上海

市老年医学中心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孙湛同时强调，对

接上海老龄化进程带来的康复需求，该医院还将重点落子

“康复医学”领域，不仅将打造全市最大的多学科康复病区，

还将对接居家康复、社区康复、养老机构康复领域的专业康

复需求，推进包括心脏术后康复、中风后康复、胃肠肿瘤术

后康复、肺部手术后康复等的专病康复。

探索“医、康、养”相结合的老年健康服
务新体系

“这不仅是一家医院”，在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这句话

被反复提及。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这家新医院被赋予

更多探索、试点的新任务，用这里医务人员的话说，他们将

对接老龄化社会的迫切需求，在“老年医学”这条新赛道上

跑起来。

开业同期，由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上海市老龄事业发

展促进中心、上海复医老龄健康研究中心、上海市养老服务

行业协会联合发起的“上海市老年友善 ·健康服务联盟”在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成立。

该联盟成员包括在老年友善与健康服务方面成效突出

的三甲医院、入选“上海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服务品牌”的

医疗机构、有良好行业口碑的医养结合机构、为老服务机构

等。“联盟旨在整合多方资源，对接医疗、康复、养老为主的

三大服务板块，逐步打造一个覆盖预防、治疗、康复等老年

健康全周期的服务网络，不断满足各类老年人群，特别是社

区、机构及居家养老等老年人群的多元健康养老需求，为老

年人打造一个连贯、高效、全方位的健康服务体系。”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顾建英表示，这也是上海市老年

医学中心为上海乃至全国老龄化工作开启的一项新探索。

顾建英谈到，作为老年医疗服务的引领者，上海市老年

医学中心在未来发展中会更注重老年医疗服务体系的构

建，包括针对老年群体多元化的健康需求，运用现代化技术

手段，推动医疗服务模式革新；从老年患者视角出发，围绕

看病就医全流程，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积极推进智慧医疗

服务的适老化改造，构建有温度的智慧医疗。

据介绍，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门诊2023年4月24日开

始试运行，截至目前门诊量已超过12万人次，10月以来日

均门诊量达1500人次。其病房自2023年5月8日试运行以

来，从最初的2个内科综合病区和康复医学病区，已逐步开

放至目前的6个综合病区、21个临床科室。截至目前，出院

患者已超4600人次，手术量超1100人次，三四级手术（高难

度手术）占比近8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

党委书记阎作勤教授表示，未来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将进

一步依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平台优势，延伸医疗服务

内涵，探索“医、康、养”相结合的老年健康服务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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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年老之际，如果有一

群活泼的年轻人能来陪我，多好！”上海健康医

学院康复学院00后毕业生史雨晴，入职上海百

福居颐养护理院已有大半年，与老人打交道越

来越顺手，“这里的老人和我爷爷奶奶一个年

纪，他们都把我当孙女。”

00后正在成为养老行业的生力军。上海

健康医学院康复学院的一组毕业生入职数据显

示：约5年前，近八成毕业生流向了综合医院或

康复专科医院，仅一成不到的毕业生去了养老

院、护理院等社会养老机构，而如今，这一比例

已提升至近四成。对这群00后而言，拥抱“银

发行业”不再是备选项。“银发行业”的规模不断

扩大，曾被当作退路的跳板，如今被视作充满机

遇的新领域，由此也留给医学院校一道大题目：

当前，如何培养养老行业所需的新人才？

康复学院改革，年轻人的本领
更“适老化”

“正式入职前，其实我有不少担忧，比如，老

人家会不会脾气不好、很难沟通，年轻人会不会

格格不入。”带着一串问号，史雨晴这个2001年

出生的辽宁女孩走进了养老院，经过大半年与

老人的相处，她不仅打消了顾虑，还在这份工作

中找到了成就感。

“其他人要给潘老伯做康复他都不肯，只认

我。”史雨晴口中的潘老伯今年64岁，因脑卒中

留下后遗症，手部关节僵硬，正常抓握都成了难

题。然而，潘老伯很排斥康复治疗。

“第一次做康复，我连他的手都没碰

到。”史雨晴记得，第一次见面，潘老伯发了

很大的火，还喊着让她不要再来。就此退

缩？史雨晴不甘心。“我不会弄痛您的，痛

了我们就立即停止，好不好？”连哄带骗下，

潘老伯的康复开始了。

在每天20分钟的手部关节康复下，潘

老伯的右手渐渐可以握拳了，如今已能辅

助左手完成一些日常基本动作。“这份对养

老岗位坚定选择的背后，有性格使然，但最

根本的还是专业给的底气。”史雨晴说。

报告显示，我国康复需求总人数达4.6

亿人，主要包括老年人群、术后人群、慢病

人群和残疾人群，与之相对的却是康复人

才明显不足。

“老龄化社会对康复治疗的需求倍增，

进一步加剧康复人才紧缺的局面。”上海健

康医学院康复学院党总支书记王红告诉记

者，早在2015年，康复学院便掀开了人才

培养新篇章，开设康复治疗学专业，旨在培

养一批专业的康复治疗师，让一批年轻人

手持“本领”迈入“银发行业”。

“贴”着社会需求而设立的专业，人才

培养必须坚定走应用型道路。“康复治疗学

专业涵盖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语言治疗三

大方向，四年本科时间里，如果把这些都学

下来，恐怕只能泛泛而过，很难精通。”王红

说得坦率。学院的一项调研也印证了她的

观点，近八成康复治疗学毕业生在实际工

作中用到最多的是物理治疗。

就此，康复学院着手改革，康复治疗学

专业于2018年更名为康复物理治疗专业，

改变的不仅是名字。“由此开启的教学更侧重

物理治疗的专业培养，与国际接轨，培养应用

型与专业型人才。”王红告诉记者，目前，国

内开设康复治疗相关专业的高校共500多

所，而开出康复物理治疗专业的高校不足

10所，更聚焦的培养模式让毕业生更具市

场“亲和力”。

一门雷打不动的新生课，让
  后了解并理解老人

今夏，“学医热”席卷全国，这股浪潮也蔓

延到康复行业。“今年报名人数创新高。”王红

很兴奋，往年康复物理治疗专业招生120名

新生，今年招生人数上涨近20%。学生们也

并非脑子一热、随意报考，反倒有着审慎的

思考。

在大一新生的第一堂课上，王红总会一

遍遍问：你们是第几志愿报的康复专业？为

什么报这个专业？很多学生的答案令王红意

外，“家里奶奶偏瘫了，学点康复治疗能帮助

她！”“我看着爷爷接受康复治疗后，从卧床到

能拄拐走路，觉得很神奇，康复真有用。”

这也刷新了王红对这群年轻人的认知，

“老年人并未被年轻人抛弃，相反，这群孩子

的心中装着老人。”这种对老人的关爱也正是

这个专业所需的先决条件，王红说：“我们培

养的年轻康复治疗师不仅要在专业上磨砺创

新，更要不断调整思维模式，在治疗中体现对

老人的尊重和关爱。”

为了让00后更了解并理解老人，大一新

生一门雷打不动的课程是《老年康复》，康复

学院所有骨干教授参与课程建设，从人的

老化现象说起，道明人体各系统的退行性

变化。老师们说，让学生们在建立同理心

的基础上，再去评估和治疗，康复效果能事

半功倍。

“我最感谢的是，老师们让我们学会如何

与老人打交道。”虽是职场新秀，史雨晴做起

事来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护理院中有一名

鼻咽癌患者，同时伴有面神经炎，脸部变形，

说话也含糊不清。起初，她面对这名老人也

有些紧张，但专业素养让她很快镇定下来，带

着老人一起松解面部肌肉，天气好时，她还会

带着老人到阳台上晒晒太阳。

“如何让老人有意愿跟着你主动康复，需

要一名康复治疗师的专业与技巧，更离不开

人文的支持。”王红说，从大一起，学院便为学

生们安排了实训课程，与华山医院、华东医

院、瑞金医院、中山医院、上海市养志康复医

院等教学单位一起，深度“定制”人才，从与患

者沟通起步，实训涉及神经康复、心肺康复、

肌骨康复等，让医院、学校“破圈”育人的合力

发挥到最大。

让年轻人成为引领“银发行
业”新发展的活力因子

培养的人好不好用，行业反馈最直接。

统计显示，上海健康医学院康复物理治疗专

业历年来就业率接近100%，更有不少用人单

位打电话给王红提前预定人才。

当下需要一名怎样的康复治疗师？王红

有自己的思量：“理论基础扎实、人际交流能

力强、有临床循证能力，更要具备人文关怀。

最重要的是，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充分认识到

不断自我完善和学习的重要性。”

上海健康医学院康复学院2015届毕业

生张昌蔚如今是徐汇区大华医院的一名康复

治疗师，“我们医院周边都是老小区，来这里

做康复的老年人比较多。”

随着工作能力不断提升，张昌蔚接触的

病例日益复杂，渐渐地，他觉得所学知识有些

不够用了。比如，他遇到不少老年人，明明只

是单纯的肩周炎，经康复训练已解除病痛，却

总是因后怕疾病的疼痛而心情焦灼，导致疾

病复发、加重。

“康复也得身心齐治。”2020年，张昌蔚

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的一名在职研究

生，他说，“回炉充电”是希望能更好地为老

人服务。

这两天，王红正在芬兰考察。“这个重度

老龄化的国家在老年康复方面有哪些好做法

值得借鉴，或许能给课程开发和设计以全新

启迪。”王红希望，能将国际最先进的康复物

理治疗技术教给学生们，让一批批年轻人成

为引领“银发行业”新发展的活力因子。

培养养老行业所需的专业人才成为医学院校新课题

  后如何拥抱“银发行业”

昨天是全国第11个老年节，今

年10月是全国第14个“敬老月”，今

年敬老月的主题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无障碍

环境共建共享”。上海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全市

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达到553.66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6.8%，这意

味着上海已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如何应对庞大而迫切的老龄需求？

如何提前布局适老化的社会环境？

围绕养老“一张床”，在上海，医学院

校、大型三甲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纷

纷行动起来，走出不少新步点。

编者按

史雨晴入职上海百福居颐养护理院已有大半年，与老人打交道越来越顺手。图为史

雨晴给护理院的老人做康复训练。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王嘉
旖）动动指尖，输入身份
信 息 ，即 便 是 政 策“ 小

白 ”，也 能 化 身 养 老 顾

问。重阳节到来之际，市

民政局与市大数据中心

合作，“民服务 · 真为侬”

应用服务正式纳入随申

办。老年人、残障人士等

群体搜索关键词进入后，

就能看到一棵“民政树”，

便捷查询能享受的服务

及政策。首批服务集纳了

养老服务补贴、老年综合

津贴、社区老年助餐等13

项民生政策。子女可通过

添加家庭成员信息，帮助

家中老人查询服务内容。

老龄化程度超 36%

的上海，想从海量政策池

中精准锁定适配政策并

非易事。此前，上海“试

水”了养老顾问，洞察挖

掘老人各类需求，为其量

身定制“养老服务政策

包”。探索多年，养老顾

问作用逐步显现，但也有

覆盖不到之处。“找上门

的多是本就有需求的老

人，那些沉默的少数，比

如长期卧床老人就很难

被关注到。”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解释道。

“民政树”打通政策

数据库、人群基础数据库

后，老人及家属能对“可

申请却未享受”的公共服

务一目了然。同时，“民

政树”也助力打破基层社区社工以往的条线分

工，为基层干部增能。目前，沪上部分区已建起

“区-街镇-居委会”三级养老顾问服务体系。

人数总量不少，但一旦分散到各居委会，人手还

是捉襟见肘。如今，任何一名社工通过智能手

机，就能帮助老人进入账号查看适配政策。

老人在发现“可申请未享受”的服务后可直

接在线提交申请。以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为例，

在查询自身是否享受补贴、补贴金额后，能通

过转接至“老食惠”程序，线上查询距离最近的

食堂。

“打通数据壁垒、打开更多数据应用入口，

最终目标是引导老人更便捷地享有多样化的线

下服务。”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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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早，彩色小火车穿梭在有着

35个年头的杨浦区社会福利院里，车上

坐着爷爷奶奶，鹤发银丝搭配童趣发箍，

每一位都笑得合不拢嘴。“重阳节前一

晚，小火车、天幕、咖啡机已经就位，就

等节日当天为院里老人开启一场妙趣横生

的游园会。”杨福院院长乔毅皓介绍，已

提前向老人家属广发邀请，希望他们在重

阳节当天来院里陪爷爷奶奶喝喝咖啡、聊

聊天。

各色主题摊位于昨天上午9点正式

开摊。不少老人一手攥着粉粉的棉花

糖，一手举着刚捏出来的气球花，在家

属、护理人员或者志愿者陪伴下赶去摊

位“开发”新体验。据院方介绍，这次

游园会共准备了10个项目，为了让爷爷

奶奶们玩得尽兴又安全，杨福院提前10

天招募志愿者，不少个人及团队志愿者

闻声报名；来自部分商会的赞助以及与

228街坊的联动，也让游园会活动内容愈

加丰富。

“对于游园会，爷爷奶奶们抱着最大

期待。”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常有人

前来打探，“爷爷奶奶们嘴里念叨要早

睡，蓄足精力，一个不落地把项目都体验

一遍。”这一次杨福院特意把主活动区搬

到进院广场，老人们可以乘坐小火车到主

活动区，第一趟列车就是专为百岁老人设

置的“百岁专列”。

游园会这次还推出美甲摊，看似并不

像一个常规的老年人体验活动项目，其背

后实则有一个暖心小故事。有工作人员涂

了指甲油，许多奶奶瞧见后非常喜欢，自己

抹上一点开心得不得了。于是，年轻人们商

量着开设一个美甲摊，满足老人的爱美之

心，“一方面是为了让爷爷奶奶开心，感觉

自己也能跟上年轻人的潮流；另一方面，这

也为我们和老人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打开话题

的沟通渠道。”

除了美甲摊，这次游园会还开出了西

洋镜、脸部彩绘、网红零食等摊位，一个

比一个新潮。“参加活动、吃点心、拿礼

品，希望爷爷奶奶们能有一个全方位的体

验，增加社会交流的同时也能收获好心

情，可以一直洋溢着快乐氛围。”杨福院负

责人说，做这些就是期望每一位入住养老

机构的老人对生活都能有所期待、保持愉

悦，“让他们觉得每一天都非常宝贵而且

美好”。

九九重阳，杨浦区社会福利院开启一场妙趣横生的游园会

美甲开心美食开胃，新潮游园乐翻养老院
游 园 会 开 出 美

甲 、西 洋 镜 、脸 部 彩

绘、网红零食等各色

主题摊位。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张继

大城养老新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