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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文/摄

明明刚吃过饭，却

闹着要再次吃饭；什么

东西都爱藏起来，却总

认为是有人偷了自己的

东西；记不得好友，也

认不出亲朋，甚至连自

己的姓名也悄然遗失在

岁月中……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

阿尔茨海默病，俗

称失智症，是一种起病

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

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

前确切的病理机制尚不

完全清晰，简单理解就

是脑部萎缩，原来具备

的脑功能(如记忆力)丢

失。得了此病的患者，

会逐渐找不到自己的

床，有时会用牙膏给亲

人打电话，会忘记自己

是谁。此外，患者还会

产生语言能力下降、视

空间结构功能障碍(如

出门找不到路)、做事

变慢变笨、精神行为异

常等。

9月21日是世界阿

尔茨海默病日。记者了

解到，随着宁波迈入超

老龄化社会，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逐年增加，据

估算，我市现有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7万至10万

人，在此背后有7万至

10 万个深受影响的家

庭。

得了阿尔茨海默

病，是一种难以言说的

痛。但记者同时了解

到，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病

的认知度、重视度在提

高，社会对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的关注度也在提

高。

“我的鞋子呢？你是不是又送人了？”
正准备出门到院子里走走的周老伯，在门
口找了好几遍还是找不到鞋子，不由暴躁
地吼叫。

老伴周阿姨赶紧从卧室里跑出来，找
了一圈也没找到，于是给周老伯递去另一
双鞋子，可周老伯却坚持要穿昨天穿过的
那双。周阿姨只好屋里屋外到处找，还顺
手帮周老伯整了整被子。掀开被窝的一刹
那，她险些大叫出声，一双满是泥巴的鞋
子赫然在目！周阿姨一边清理床铺，一边
痛心地流泪：“老周的病越发严重了！”

今年 78 岁的周老伯患阿尔茨海默病 10
多年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他独自出门就
找不到家，除了女儿和老伴，其他人一律
不认识。周阿姨告诉记者，老伴一天到晚
就爱藏东西，前一分钟藏好东西，后一分
钟就忘记藏哪里了。

80 多岁的王阿婆也是一个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她不认识家人，不能自理吃饭、上厕
所。更让家人痛苦的是，王阿婆最喜欢出走，
一不留神，人就不见了。为了找她，好几次都
是全家总动员，甚至还惊动了 110。筋疲力
尽的家人只得将王阿婆送到养老院。

宁 波 迈 入 超 老 龄 化 社 会 后 ， 像 周 老
伯、王阿婆这样的患者越来越多。

根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报告，
每隔 3 秒，全世界就会多一个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发病人群为
老 年 人 ， 60 岁 以 上 的 人 群 中 ， 每 增 加 5
岁，发病率将提高一倍，80 岁以上的老年
人，发病率甚至在 20%以上。

对 大 多 数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患 者 家 庭 来
说，照护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难题。从采访
看，目前宁波绝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日常照护由家人承担，家人不仅要承受
经济压力，更要在精神上承受普通人无法
想象的痛苦。

我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老
年群体健康，2013 年起以项目化方式推进
老年失智症的筛查、干预工作，至今已持
续 11 年，全市累计筛查老年人近 36 万例，
形成了老年失智症防治服务闭环。2019 年
11 月，我市启动第二轮项目实施工作，市
卫健委牵头，联合 11 个部门共同推进，并
将失智症老人关爱工作纳入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建成失智症照护
专区床位 3098 张，涉及 80 余家养老机构，
每个区 （县、市） 至少有 1 家养老机构开
设失智症照护专区，为失智症老人提供专
业照护和非药物治疗。越来越多的社区开
始探索筹建“记忆家园”，针对失智症老人
开展认知功能训练，以延缓失智症进展。

在鄞州区东柳街道锦苑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记者找到了这样一个“记忆家
园”。这里有茶室、咖啡厅、电视间、活动室，
走廊的墙面上全是画，画里有健康长廊、市
集、幼儿园、超市⋯⋯这些都是小区的实景，
专供老人认识小区。当记者来到这里时，92
岁的王阿婆正在一位志愿者的指导下做计
算题。“不错，今天 5 道题，只算错了 1 题。”

志愿者告诉记者，从筛查情况看，王
阿婆已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病，忘性大。
有一次煤气灶上炖着菜，她却下楼了，导
致高压锅爆炸。还有一次，她点着的蚊香
将被子引燃了⋯⋯实在管不过来的女儿，
曾经将她送到养老院，也请过一个又一个
保姆，老人都不喜欢。自从小区建了这个
名叫“邻聚里”的“记忆家园”，王阿婆天
天都要保姆陪着来这里，一呆就是半天，
接受健康检测，和志愿者聊聊天，跟着他

们一起跳跳老年操，兴致来了还会唱上一
段越剧⋯⋯家人开心地说，老人心情好
了，病情也好多了。

在高新区新明街道滨江社区的“记忆家
园”，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认真
地做着艾草棰。志愿者告诉记者，针对这些
失智症老人的具体情况，每个月他们会组织
20 余次活动，每次来参加活动，这些老人个
个玩得开心，其中就有文章开头提到的周老
伯。周阿姨告诉记者，每次来“记忆家园”，老
伴的情绪便会趋于稳定，那天，周老伯居然
亲手制作了一束玫瑰花，还当着大家的面献
给了她。“我当场就感动得哭了，感觉又看到
了恋爱时的他。”

据了解，滨江社区“记忆家园”和锦苑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都由宁波市嘉和阳光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筹建，该公司总经理董雅
琴告诉记者，这几年，类似的社区“记忆家
园”逐渐多了起来，在为失智症老人举办各
类社区活动的同时，不少社区“记忆家园”还
提供失智症老人的日托服务。在锦苑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接受日托的失智症老人，最
多时有 20 多人。居民张先生说，照护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的老父亲让他几度崩溃，自从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推出日托服务以来，他
隔几天就会将父亲送来日托一天，“我终于
可以喘息一下了”。

今年 8 月，省民政厅印发了 《浙江省
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方案的通
知》，按照 《通知》，今年我省要建成 50 个
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试点，每一个试点
都将建立“幸福忆站”，对失智症老人开展
专业的宣教培训、筛查评估、干预训练等
服务。宁波市共有 3 个社区被列为试点。

在政府重视失智症老人的同时，我市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关心失智症
老人。

“阿拉伴”是我市最早开展失智症老人
志愿服务的社会组织。据介绍，“阿拉伴”已
开展志愿服务 800 余次，参加活动的志愿者
超过 2 万人次，惠及 2000 余个失智症家庭。

让 “ 阿 拉 伴 ” 创 始 人 董 雅 琴 欣 慰 的
是，“阿拉伴”的爱心队伍日渐壮大，已有
医院、学校、银行、交通等 30 多家企事业
单位成为“阿拉伴”助力团队，吸纳志愿
者 1 万余人，建立了志愿服务智库，还在
市区设立了 10 个联络处，方便志愿者报名
和接纳失智症长者求助。

尽管父亲已永远离开了，但镇海的陈
老师却永远感激“天愿志愿服务中心”。陈
老师的父亲陈老伯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
平时由老伴负责照顾。随着病情的发展，
陈老伯已不认得家人，不认得回家的路，
甚至已经无法与人进行正常沟通。让家人
担心的是，老伯一次又一次走失，而且他
会一直暴走，直至走到路的尽头才会停下
脚步。一年内，陈老伯走失 20 多次，“天
愿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一次又一次地
帮忙找回老人，无数次帮助老人脱离危

险。“有了他们，我才能安心工作。”陈老
师感激地说。

镇海区“天愿志愿服务中心”成立于
2020 年 4 月，成立的初衷就是帮助寻找走
失的失智症老人。理事长陈晨告诉记者，
像陈老伯这样的失智症老人不在少数，常
常在不经意间走出家门，却再也无法找到
回家的路。每一次走失，都是对老人生命
安全的巨大威胁，对家人来说也是无尽的
煎熬。目睹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天愿”的
志愿者决定开展“天愿智寻·送爱回家”
慈善项目，免费为镇海区域内失智症老人
及易走失人群安装定位器并提供搜救服
务。通过定位器，老人的位置信息能够实
时传输至平台，一旦老人离开预设的安全
区域，平台立即发出预警，通知家人和志
愿者迅速响应。

4 年多来，“天愿智寻·送爱回家”慈善
项目服务范围已从镇海区辐射至余姚市，定
向安装佩戴定位器 500多台，服务失智症老
人 1.5 余人，出动搜救求助服务 2000 余次，
并创下老人走失 10 分钟便被寻回的最快纪
录。让陈晨感到高兴的是，目前镇海区已有
26家爱心店铺主动加入志愿者行列，为走失
的失智症老人提供吃喝、休息等服务。

“2023 年发放防走失定位器 0 个，2024 年至今
发放 5 个。”面对记者的采访，镇海区“天愿志愿
服务中心”理事长陈晨诉说了自己的困扰——免费
发放的防走失定位器居然没人领。

免费为失智症老人发放并安装定位器，是“天愿
志愿服务中心”开展的一个慈善项目。通过定位器，
老人的位置信息能够实时传输至平台，一旦老人离
开预设的安全区域，平台立即发出预警，通知家人和
志愿者迅速响应。这相当于为失智症老人建起了一
道安全屏障。据了解，定位器前两年免费，第三年开
始每年交费6元。可令人意外的是，定位器遇冷了。

陈晨分析说，定位器遇冷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人
们对失智症的“病耻感”。他们认为家中老人佩戴
定位器，无疑就是贴了失智症的标签，他们甚至拒
绝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将定位器送上门，就怕被人
知道家里有失智症老人。

失智症患者或家人有“病耻感”并非个例，他
们觉得患上失智症是一件羞耻、见不得人的事情，
因此从心理上不愿意承认患病，更不想接受治疗。
采访中，海曙区一位姓李的社工告诉记者，有位老
人明明已经表现出比较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症状，
但他拒绝接受筛查；有位老人已经被医生诊断患了
阿尔茨海默病，可当社工上门服务时，家人坚决拒
绝；还有位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5年不曾走
出家门……

令人担忧的是，“病耻感”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病
的认知程度低、就诊率低、接纳医治占比低的主要原
因之一。据了解，2022年，宁波共完成失智症早期筛
查 75054 人，筛查结果为阳性的有 5447 人。但是，全
市各医疗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仅 2472名患者就
医并被确诊，仅占筛查阳性人数的45.4%。

其实，失智症作为一种典型的神经系统退行性
病变，和关节痛、高血压、动脉硬化一样，是一种
随着年龄增长而有可能发生的疾病，患者并非存在
先天心智方面的问题。采访中，不少临床医生反
映，患者得知病情后产生“病耻感”，从而回避交
流、脱离医院治疗，只会延误治疗时机，导致病情
加速。

“只要及早干预，相当一部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可延缓病情进展。”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老年科医
生连国民提醒广大市民，家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
定要及早治疗，别让“病耻感”加速病情发展。

A 记者手记

老人在社区“记忆家园”
跟着志愿者学做手操。

老人们正在接受失智程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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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起了“记忆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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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病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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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8张

涉及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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