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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不仅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看到老伴在干什么，
还能和老伴对话，太方便了。”8月 2日 10
时，西宁市民林平向记者说。

68岁的林平和 65岁的郭玉兰家住
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儿子在外地
工作。18 年前，郭玉兰因高血压引起
半身不遂，生活无法自理。今年 3月，
郭玉兰家里发生了变化：客厅安装了
摄像头、红外感应器，厨房门口安装了
烟感报警器，厨房里有燃气报警器，床
头安装了 S0S 紧急呼救设备，床上有能
感知老人心率、呼吸频次的智能床垫，房
门上安装了智能门磁……这些智能化设
备，成了林平的好帮手。“智能设备安装
后，我照顾老伴轻松了很多，也可以放心
出门了。”林平感激地说。

记者在床边看到一台小夜灯，林平
告诉记者，晚上起夜时，小夜灯就会自动
亮起来，再也不用担心摔倒了。负责为
林平家服务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介绍，
一旦郭玉兰在家发生紧急情况，她的家
人和后台都会收到报警信息。“另外，结
合老人的照护需求，工作人员还会配备
一些康复器具、移动辅具等设施设备，并
对室内进行必要的适老化改造。”

西宁市城中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养
老专干马丽萍说，这些智能设备是家庭
养老照护床位的服务内容之一，截至目
前，城中区已为安装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的老人开展服务 691 次。今后，城中区
民政局将继续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在养老
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满足绝大多数有需
求的老人在家享受养老服务的愿望。

西宁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2020 年，城西区、城
北区开展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建设。
2021 年，西宁市被确定为全国实施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试点城市，市民政局制定了《西
宁市实施家庭养老照护床位试点工
作方案》，进一步明确落实保障措
施，层层压实责任。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将 60 岁
以上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作为重点，纳入家庭养老照护保
障范围。在标准建立上，建设补助
根据适老化改造内容、设施设备的
安装和维护等，按照每张床位 5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服务补
助标准为期三年，根据建床老年人
中、重度失能失智程度进行补助，每
人每月最高不超过 220 元。在具体
实施上，建立照护床位改造设备指
导、家庭养老床位智能化改造设备
参考、基本服务内容指导“三清单”，
在全市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基础
上，由养老机构再次进行入户摸排，
结合老年人需求及评估结果，为老

年人制订“一人一策、一人一档”的
改造及照护服务方案，并开展“三合
一”入户服务。截至目前，西宁市共
有 1950 张 家 庭 照 护 床 位 ，已 安 装
1904张。

家庭养老床位是西宁市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扩展养老服务内涵，
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养老服务体系的具体举
措。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全面开展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服务，逐步将
服务范围扩展至全市，并鼓励探索
将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资金与家庭照
护床位服务补贴资金统筹使用，进
一步减轻老年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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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都要去医院透析。自从今年 5
月初家里安装了智能设备后，高中义
老伴最大的感受就是实现了养老不
离家，进一步保证了安全性，“前几天
我外出买菜，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
信，内容是水浸告警，工作人员紧跟
着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这才想起来
出门前把碗筷泡到水池后忘了关水
龙头，于是赶紧回家关了。”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和机构床
位相比，没有床位费的成本压力，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人家庭的经济
负担。”马丽萍说。

8月 3日 16时，工作人员把高中
义的血压、心率以及体温详细记录
了下来，然后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提
供健康养生方面的指导和后续的服
务。

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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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手表没出啥毛病吧？8 月 3
日上午，记者跟随西宁市城北区家庭养
老照护床位服务工作人员李永录走进姜
桂芳老人的家中。“手表好着呢，小李，谢
谢你每周都来看我。”一进门，姜桂芳就
拉着李永录的手说。

家住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巷的姜桂芳
今年 81 岁，是一位独居老人。在了解到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服务后，家人第一时
间为她电请了家庭养老照护床位，今年 6
月初，智能腕表、助浴椅、防滑垫，拐杖、
安全扶手等多种智能设备“走进”她家。

详细检查了各种设备的运行情况
后，李永录和姜桂芳聊起天来。李永录
大学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从事
的工作和老人打交道比较多，他说：“独
居老人最需要的就是精神慰藉，让老人
感到温暖就是我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服务内容上，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需
求，民政部门确定了 7 大类 23 项医疗照
料、康复护理、心理慰藉及信息化服务，
并首次将高原病护理纳入服务范围。“我
们给老人提供睡眠监护、生命体征监测
等服务；提供营养指导、健康科普宣传等
服务；提供推拿、康复训练等服务。”李永
录说，只要老人有需要，我们就派工作人
上门，让老人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养
老服务。

征稿

为丰富我省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与老
年读者之间的互动，展示老年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常青树》栏目现向省内的老年朋友征稿。要求如
下：

1.文学作品：不限题材，散文、诗歌皆可。稿件
内容要求积极向上，语句通顺，情真意切。文章每
篇字数 800字至 1000字，诗歌每首 20行以内或组
诗不超过三首。

2.书画作品：书法类包括毛笔书法、硬笔书法、
篆刻等，绘画类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素描等，要
求图片清晰，作品附标题、文字说明和作者姓名。

3.摄影作品：题材不限，要求图像清晰，像素在
300KB以上。

4.所有投稿要求为原创作品，摄影作品附标
题、说明、拍摄时间及地点。

5.投稿邮箱：
529563433@qq.com

(谢绝纸质投稿)

工作人员检查智能腕表运行是否正常工作人员检查智能腕表运行是否正常。。

←工作人员帮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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