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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杨俊峰老两口正在邵颐食堂用餐。

颐康养老中心里的老年人正在享受休闲时光。

工作人员实地验收刘云家中的适老化改造项目。

互助养老中心的老人和志愿者一起制作月饼。

双清区渡头桥镇东城村83岁的留守老

人李初云怎么也没想到，在家门口的养老

服务中心竟然被搭子文化“撞了一下腰”。

吃饭有“饭搭子”，下棋有“棋搭子”，

还有不服老的“游戏搭子”。

在网络流行语中，“搭子”是指因某一

共同兴趣爱好或共同需求而结成的社交

关系。在东城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搭子

生活”为老人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省心、

快乐！日子变得丰富多彩，再也不是留守

在家时的沉寂单调。”

沉浸在幸福晚年生活里的李初云，背

后正是双清区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真实写照。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满足老年人

多样化、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双清区委、

区政府高瞻远瞩，积极部署，全方位织起

一张幸福网，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让老有善养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实景。

让老有善养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实景让老有善养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实景
——双清区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李洪夜 通讯员 邓 涛 王海波 黄 南

颐康养老中心的工作人员陪老人散步。

从家中出发步行 15 分钟，

就能满足各种生活服务需求，

这样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正在

双清区遍地开花。短短的 15 分

钟不仅仅是时间尺度，更是衡

量双清区 6.66 万老年人生活便

捷度与幸福感的标尺。

辣椒炒肉、红烧鱼块、排骨

玉米汤、小白菜……2月10日中

午，正值饭点，记者走进双清区

邵颐食堂，数十样色香诱人的

菜品摆放在餐盘中。占地270平

方米的餐厅里，十几个老人正

在就餐。

“又方便，又好吃！你看，我

吃得干干净净。”今年82岁的杨

俊峰是这家食堂的常客，他告

诉记者，他和老伴住在附近的

双清家苑小区，由于孩子们忙

于工作，没有时间做饭。每天自

己买菜做饭费时间费精力，年

纪大了，碰上刮风下雨，外出也

不太方便。如果在饭店吃饭，两

个人每天大概要花几十元。但

是在邵颐食堂，每天只需要步

行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饭，方

便又实惠。

这背后离不开双清区的政

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双清区按

照“政府补贴一点、企业让利一

点、个人自费一点”的模式，针

对60岁以上分散供养的特困老

人、经济困难的重度残疾老人、

高龄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老人、留守和空巢独居老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

工作的老人给予 4 元/人/餐的

政府助餐补贴，同时，部分运营

企业还给予所有60岁以上就餐

老人 2元/人/餐的优惠。在优惠

政策下，杨俊峰老两口每人只

需花费7元便可以吃上一顿3菜

1汤的健康美味午餐。

邵颐食堂是双清区结合辖

区老年人口规模、就餐需求、服

务半径等因素，按照城市社区

“15 分钟”助餐服务圈原则，精

心选址，合理规划老年助餐服

务点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

区已建设老年食堂（老年助餐

点）8 个，妥善解决了老年人用

餐不便等问题。

自 2021 年起，双清区石桥

街道居家和社区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由邵阳市颐康养老中心接

手运营。在该中心，每天都上演

着温馨而惬意的画面。清晨，阳

光洒满前坪，老人们随着欢快的

节奏跳健身操；中午，食堂里饭

菜飘香，老人们齐聚一堂，享受

着美味午餐；下午，书法室里墨

香四溢，老人们挥毫泼墨，每一

笔都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

在这样的养老服务圈里，

每一位老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

的悠闲时光。今年 87 岁的陈振

德老人笑着说道：“这里娱乐、

运动、吃饭，应有尽有。哪怕待

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乏味。这

里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有滋有味。”

服务圈里的便捷生活既是

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

也是双清区打造15分钟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圈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和幸福指数的生动场景。居

家和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是

双清区建立“三级服务网络”的

重要一环。该区有乡镇（街道）12

个、村（社区）92个，为优化养老

服务供给，打造了“区里有院、

街道有中心、社区有点”的三级

养老服务网络。在这张“服务

网”里，还凝聚起了社区、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力量，

真正让养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

老人身边。

15 分钟 打造幸福养老“服务圈”

“ 我 住 在 这 里 好 几 个 月

了，一天到晚有人陪，一日三

餐有现成饭，没事还能和舍友

们聊聊家常、打打牌。”东城

村村民姜顺同开心地说。姜顺

同今年 70 多岁，老伴已去世，

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子女不在

身边，一个人在家既孤独又不

安全。自从住进双清区东城村

互助养老中心后，他有了一群

朝夕相伴的伙伴，生活也越来

越有滋有味。“一个人是数着

日子过活，和老伙计们一起找

乐子才是生活。”在互助养老

中心，很多老人都和姜顺同一

样，住进来就不想回家。多名

老人在这里，吃住不愁、热闹

开心。

东城村由原井泉村和严

塘村合并组建而成，现有村民

1001 户 3150 人，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 360 人，其中 80 岁及以

上高龄老人 69 人，困难老人

20 人。村里空巢老人多，老人

们有很浓的乡土情结。如何满

足村里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

养老服务需求及“离家不离

村 、离 亲 不 离 情 ”的 心 理 诉

求？互助养老模式是该村破解

农村养老的创新之举。

2023 年，该村盘活闲置资

产，建起互助养老服务中心。

该中心占地面积约 200 多平

方米，内设棋牌室、阅览室、

文体活动室等多个功能室，并

配套相关设施设备，为全村老

年人提供关爱服务，让“老有

所 养 ”“ 老 有 所 依 ”“ 老 有 所

乐”落实、落细、落地，让老人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

的晚年生活。同时，服务中心

为村里老人提供一日三餐，食

堂价格实惠，环境干净卫生，

深受村内群众好评。东城村党

总支书记唐运良说：“村里的

老人不仅可以享受就餐服务，

还可以一起搞些文艺活动，生

活不再单调乏味。”

该村 60 多岁的村民姚中

华属于特困人群，他没有子

女，也未曾结婚。来到互助养

老中心之前，他的生活较为艰

难。而现在，作为“小老人”的

他发挥余热，在养老中心帮忙

搞卫生，照顾其他高龄老人，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得

到了相应的照顾。他在这里住

得十分开心。

在 双 清 区 委 、区 政 府 的

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实践

探索，东城村构建了“政府部

门指导+社工机构引导+互

助 组 织 负 责 + 社 会 力 量 协

同”四方参与的“党建引领、

村委负责、协会运营、自我管

理、集中居住、居家互助、志

愿参与”的互助养老东城范

式。目前，互助养老中心由东

城 村 互 助 养 老 协 会 自 助 管

理，有“东城红”党员志愿服

务队、“东城老伙伴”低龄帮

高 龄 志 愿 服 务 队 、“ 东 城 大

嫂”妇女志愿服务队、邵阳学

院“艺心”志愿者服务站经常

性提供服务，受益老年人达

673 人。

互助养老 建立老年友好“朋友圈”

“双摇式适老床、便椅很

实用，墙上装上了扶手、地上

还铺了防滑垫，用着既方便又

安全，真的是谢谢你们了！”双

清区三眼井社区居民刘云的

儿媳说起家里的新变化，满脸

笑意，感激地不断道谢。

今年 96 岁的高龄老人

刘云是抗美援朝老战士，由

于脑梗导致左侧偏瘫和语言

障碍，再加上 3 年前摔跤导

致髋关节受伤，如今老人行

动十分不便。双清区得知此

情况后，根据刘云的实际情

况和需求，对其居家养老环

境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为其

配备了双摇式适老床、防压

疮床垫、便椅、自动感应灯、

智能网关等适老化设备，同

时还对其浴室和卫生间进行

了改造。这些看似简单的小

变化却解决了老人居家安全

的大难题。

与刘云一样，双清区火

车站乡红旗社区91岁的宁端

英老人不但失聪，而且肢体残

疾，行动不便，完全依靠其儿

子照顾。2024年，经红旗社区

申请，宁端英被列为适老化改

造对象。根据老人实际需求，

专业人员为其设计建设改造

方案，围绕安全性和舒适性方

面提供适老化、智能化辅助器

具，内容包括适老化床、防压

疮床垫、自动感应灯和坡道处

理、洗澡椅、扶手等，共计价值

4000多元。

在进行家庭适老化改造

期间，工作人员了解到宁端

英居住的一楼没有浴室，每

次洗澡都由家属搀扶上二

楼，极其不便。双清区发动社

会爱心企业给予帮助，第二

天宁端英家的浴室问题便得

到了解决。爱心企业投入了

7000 元左右，对一楼的一间

闲置房间进行装修，安装了

热水器，大大提高了宁端英

居家养老的基本生活需求。

居家设施改造一小步，

生活品质提升一大步。近年

来，双清区以开展民生可感行

动为抓手，不断加大高龄、空

巢、失能老人居家环境适老

化、智能化改造力度，针对老

人的实际情况，重点围绕“如

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

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

进、辅助器具适配”五个方面

功能“一户一策”实施改造。

截至 2024 年底，双清区

完成了 664 户家庭适老化改

造，改造对象及群众可以通过

“一户一码”查看改造设施设

备的规格、数量、质量等情况，

对项目资金使用的规范性进

行监督，全力保障改造成效，

努力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的

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未来，双清区将继续秉

持这份对老人的关爱，不断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探

索创新养老模式，让养老服

务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这片土

地上安享幸福晚年，真正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美好愿

景，让双清区成为老年人幸

福生活的理想家园。

适老化改造 打造老年居家安全“舒适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