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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第一次全会，我从会议
相关材料里看到，2025年宁波有计
划新增几千户家庭的适老化改造。
这个消息让我很振奋！”市人大代
表、宁波市保险行业协会原副秘书
长徐明说，今年两会他特地带来了
一份关于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支
持力度的建议，在会议中发现了相
同的“关键词”。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宁波正在逐
渐“老去”：从1987年开始进入人口
老龄化阶段，老年群体高龄化、失能
化、家庭少子化情况日趋突出。截至
2023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约180万，占户籍总人口超过
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家养老，
是绝大多数老人的选择。按照目前

“9073”结构分布，我市在2025年居家
养老人群或将达180万，适老化改造
需求巨大。

徐明表示，如果能通过扩大补
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联合保险公
司推出系列保障产品等措施，推动
适老化改造工作的广泛开展，毫无
疑问，老年人将能享受到更安全、更
舒适的居住环境。

特别是对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人
家庭，应给予更高比例的补助支持，以
减轻其经济压力。相关部门应主动作
为，通过设置流动服务站、开通热线电
话以及提供在线咨询等方式，为老年
人提供便利。同时，进行适老化改造
知识的普及，提升公众对适老化改造
重要性的认知。

另外，可以联合保险公司推出
专门的适老化改造保险产品，涵盖
改造过程中的意外损失、第三者责
任以及改造后的维护和维修费用
等，并统一由保险公司代为申请补
贴，给予老年人一站式服务。

徐明说：“居家养老的需求越来
越大，若能更加有效激发老年人居家
改造积极性，还可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包括建筑材料、智能家居、养老服
务等领域。” 记者 滕华 林微微

实习生 章渝婷 文/摄

让“银发族”安享晚年

代表委员热议
2025年宁波市两会上，“养老”成为热议的焦点。如何让“银发族”健康幸福地安享晚年？面对

这一道现实课题，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探讨老年助餐服务、居家护理和康养服务以及互助养老模
式等关键议题，为老年人提供支持与帮助。

2025 年民生实事项目
的18个候选项目中，老年助
餐提质增效项目再次入列，
此前它已连续4年被列入我
市民生实事项目。

“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
老年人群体的深切关怀与责
任担当。”市人大代表、鄞州
区教育学院教研员竺红波语
气中满是欣慰与肯定。这次
两会，她也带来了关于老年
助餐的建议。

据悉，目前宁波已建有
老年助餐服务设施1541个，
其中老年食堂538个、老年
助餐点819个、共享餐厅184
个，建成标准化老年食堂350
余个，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调研过程中，竺红波
发现老年助餐服务仍存在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供餐
单位生产能力相对不足、送
餐环节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助餐服务资金缺口大、菜品
单一、助餐服务信息化程度
较低等。

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进一步提升和推进“老年助
餐”服务，她建议要从优化老
年助餐服务点布局、完善制
餐助餐服务模式、完善监督
管理机制、完善助餐配餐补
贴制度、提升信息化管理服
务效能以及落实老年助餐监
督保障措施等多方面入手，
全方位促进老年助餐服务提
质增效。

“老年助餐服务的持续
优化与提升，不仅能让老年
人吃得更安心、更舒心，还能
有效支持居家社区养老，减
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压力，
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社会发
展的成果，拥有更加幸福、有
尊严的晚年生活。”竺红波表
示。

“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尤
其失能、失智、高龄、空巢老人
日渐增多，老年人已成为医养
结合的重点服务人群，专业的
居家医疗、护理和康复服务呈
现庞大而刚性的需求。”市政协
委员、余姚市人民医院肾内科
主任兼血透室主任庞军表示。

目前，医疗机构难以为老
年人提供院后持续照护服务，
医院与居家护理机构未能形
成服务体系，导致服务人员、
患者信息、服务管理断裂，老
年人出院后无法继续得到安
全、便捷的专业医疗护理。庞
军建议，可借鉴“医联体”，发
展老年照护的“护联体”。

“打通并建立‘护联体’老
年医疗护理的服务、信息、管
理一体化机制，一方面，要实
现居家老年医疗护理、康复、生
活照料‘服务一体化’；另一方
面，在协作性和连续性上实现
一体化，即‘联动一体化’。”庞
军建议，打通并建立“护联体”
的医疗护理服务价格和支付
机制，政府应聚焦老年医疗护
理康复等服务领域，梳理宁波
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
生、家庭医生签约、长期护理
保险、商业保险等政策，发挥
政策合力作用，打通院内院
外、社区居家的支付机制，为
开展老年护理服务“护联体”
试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庞军强调要丰富
“护联体”护理服务内容，提高
“护联体”服务效率和质量。
配备社区护士、康复师、治疗
师等专业人员，以上门服务为
主，为出院后仍需护理或康复
服务的居家老人提供持续性
居家护理、居家康复等服务，
实现院内到院外的服务衔接，
在“护联体”内实现护理康复
的服务不脱节、人员不脱节。

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
探索出一种既符合宁波实际又
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模式？

“推广社区‘时间交换’互
助养老模式，是解决当前养老
问题的一条创新之路。”来自基
层一线的市政协委员、海曙区
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毛泽燕在调研中发现，老
年群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愈发
多样，而现有养老模式难以满
足他们对多元化、专业化服务
的期待。

“时间交换”互助养老模
式，是一种以志愿服务为基础，
通过存储和兑换服务时间来实
现互助养老的新型模式。该模
式的核心在于“低龄存时间、高
龄取服务”，鼓励低龄健康老人
或年轻人，通过志愿服务为高
龄老人提供帮助，将服务时间
存入‘时间储存表’，待自己年
老有需求时兑换服务。

毛泽燕介绍，国内多地已
成功试点该模式，如南京通过
官方App实现志愿者注册、接
单和服务记录；郑州自2011年
起探索类似模式，不仅实现志
愿服务时长线上线下记录兑
换，还通过道德积分超市微信
小程序，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宁波是爱心之城，具备推
广‘时间交换’互助养老模式的
基础和条件。”毛泽燕建议，宁
波可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时间
交换”的运行机制、服务标准和
监管措施，同时加强宣传，提高
社会认知度和参与度。

她还建议，依托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等设施，建立“时间交
换”服务站，为志愿者提供一站
式服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建立信息平台，实现
智能化管理；对积极参与的志
愿者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鼓
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建设。

加大居家适老化改造
支持力度

推广“时间交换”
服务模式

让老人在“家门口”
享受高质量照护

让老年朋友
吃得更放心、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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