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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头发
白了，睡意昏沉。当
你老了，走不动了，
炉火旁打盹，回忆青
春……”

熟 悉 的 旋 律 响
起，有人感叹、有人
泪目、有人惆怅，衰
老是自然规律，每个
人都逃不过岁月的
侵袭。

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延安常
住人口共有 2282581
人。其中，60岁及以上
人 口 355435 人 ，占
15.57%；65 岁及以上
人 口 235166 人 ，占
10.30%。与2010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60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上升 6.14 个
百分点，65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上升3.92
个百分点。数据表
明，延安老年人口比
例上升较快，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

从少年、壮年到
暮年，老人们生活在
熙熙攘攘的世界，盼
望着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银
发浪潮下，延安的老
人们该如何养老？

“我们院就是延安第一家养老
院，尽管那个时候的服务对象，还
不仅仅是老人。”延安市社会福利
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张培钰说。

73年前，延安市社会福利院
是一座教养院。新中国成立，百
废待兴。它让延安的孤寡老人和
孤残儿童等有了栖息之所，照顾
他们的日常起居，哺育幼小的孩
子茁壮成长，为他们遮风挡雨，成
为他们一生的新开始。

59岁的王武锦是个孤儿，10
岁就到了福利院，一住就是 49
年。谈起在福利院的日子，王武
锦陷入了回忆。

“那会儿院里住100多人，残疾
的、流浪的、年老的……除了延安
当地的，外地来的也不少。虽住的
窑洞，睡的土炕，烧的黑煤，没什么
娱乐设施和娱乐活动，但衣食无

忧。”王武锦老人说，因为当时条件有
限，只能自给自足，所以院里开辟了
菜园子，养了不少家畜。大家每天种
种菜、喂喂猪，干得兴致勃勃。

可以说，那些年，福利院让很多
在旧社会受了一辈子苦的人享受到了
新社会的福，特别是让那些鳏寡孤独
老人在晚年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延安
也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养老问题，
想方设法为“老有所养”创造条件。
为此，1991年，延安创办了延安市
第二社会福利院，这是全市具有养
老概念的第一家养老院。

走进延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只见院内干净整洁，宿舍、食堂、活
动场所等设施一应俱全，老人们三
三两两聚在一起，或下棋打牌，或聊
天说笑，一派温馨祥和的景象。

“现在院里老人多，热闹。不像

我刚来那会儿，就十几个老人。”81岁
的崔孝生是甘泉县一名五保老人，已
经在该福利院住了21年。回忆起延
安以前的养老情况，他感慨万千。

崔孝生告诉记者，当时好多老
人对养老院没有概念，延安也没有
几家像样的养老机构。养老方式以
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绝大部分老
人在家由子女养老送终，只有五保
老人才会进养老院。

随着老年人的增多，人们的养
老观念逐渐开始转变。上世纪90年
代末，延安开始探索实行“社会福利
社会化”，公办、民办、民办公助、公
办民营等各类养老机构迅速发展。

直至2010年，延安进入了老龄
化社会。面对日益严重的养老问
题，加快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业成
为趋势，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
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逐渐凸显。

延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与社会慈
善科科长郭洁介绍说，2013年，市政
府出台《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
会化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提出
了“到 2020年，延安市要全面建成以

‘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
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
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目
标。多年来，我市坚持把养老事业作
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不断完善政
策保障体系，有力推动了全市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养老机构 39个，日间照料中心 137
个，农村互助幸福院1450个。

从“寥寥无几”到“百花齐放”，延
安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养老
机构的发展变化，彰显了延安人生活
幸福感的提升，也见证了延安日新月
异的变化。

“每次求助后，前后不到半小
时，工作人员就把我需要的药品
送来了。”家住宝塔区新城街道阳
光社区的居民王奶奶说。

74岁的王奶奶前年做了脑
血栓支架手术，需要定期服药。
由于子女忙于工作没办法一直在
身边照料，每次王奶奶发现没药
了，便按下社区安装的智能门磁，
向社区工作人员求助。

王奶奶触碰的智能门磁，是阳
光社区为独居老人安装的智慧呼
叫系统。触碰后，阳光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爱心守望”云平台的大屏
幕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机就会收
到提示，接收到辖区老人的所在
位置和服务信息，工作人员便可
第一时间为老人解困。截至2023

年年底，延安市已对2069户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

春天虽然已来，但还是有些寒
意，在新城街道鲁艺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里，一些擅长文艺的老人们正在吹
拉弹唱、排练、演奏，好不热闹。

“如果没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提供的免费场所，天冷的时候，我都
基本不出来活动。现在我每天都来
跳舞，还能和大家拉拉话，很开心。”
说起在日间照料中心的生活，李大
妈直言“非常满意”。

“以前都是在家里打乒乓球，退
休后，我天天来日间照料中心和喜
爱打乒乓球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真
不错。”居民薛大姐说，日间照料中
心已经成为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为所有60岁

以上老年人开放，重点服务高龄老
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优抚老人、
低保或低收入老人等，为他们提供
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
闲娱乐、精神慰藉、紧急援助等日间
服务内容。2023年，延安市总投资
600万元新建10个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目前已全部建成。

“我们日间照料中心设有休息
室、医务室、健身房、棋牌室、舞蹈室、
调解室、鲁艺讲堂等功能部室，为辖
区老年人提供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的
服务阵地。”新城街道鲁艺社区干部
彪建林介绍说，现在辖区老人都把这
里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

走进黄龙县中心敬老院，只见老
人们三五结伴在院子里休闲聊天，运
动锻炼。年过八旬的杜玉兰、韩素芳

两位老人，说起这里的生活，满脸幸福。
“生活上挺好，一天几个菜，经常

不重样。”杜玉兰笑着说。
一旁的韩素芳接话说：“可不是

么，咱这环境特别好，有花有草，有
水有鱼，树木也多，还有很多老朋
友，住着舒心，还不孤独。”

据了解，为给更多失能、半失能
供养人员提供服务，延安市在子长、
安塞、延长、黄龙、宜川等5个县（市、
区）实施特困供养机构提升改造项
目，总投资 105万元，主要用于护理
型床位改造，改造后特困供养机构
护理型床位占比将达到55%以上。

老人的需求在哪里，服务供给
就跟到哪里。从“养老”到“享老”，
延安市以充满力度、温度的举措，为
老年人托起了幸福生活。

从个人需求上讲，杜玉兰、韩
素芳等老人都在延安的养老服务
版图中找到了如意的生活场所。
可人有千面，每个人的养老需求
又多少有些差异，怎么让这些老
年人“称心如意”，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儿。

换句话说，这个行业不完美
的地方还有很多。

市民白女士的外婆今天 84
岁，因为家人经常在外工作无暇
照顾老人，便打算将老人送往养
老机构。可一番考察下来，却不
知该如何选了。

“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愿意投
入到养老服务行业，这是好事，但
是机构太分散、服务不专业，老人
受益就少。”白女士说，她和家人

看了好几家养老机构，有的设施陈
旧，环境不太好，有的缺乏专业的医
疗设备和医护人员，而高端一点的
养老机构费用又太高。

于是，目前看似繁荣的延安养
老市场上，尴尬一幕出现了：对高龄
或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入住
养老机构接受专业服务是最好的选
择，但现实情况是，条件差的不愿
去，收费高的去不起，好的养老院一
床难求。

群众有无奈，养老机构亦是如
此。

一行业从业者直言，融资难、专
业人才缺乏是我市养老机构面临的
普遍问题，而缺少头雁企业引领、连
锁品牌少则是制约社会养老机构发
展的重要因素。

有老年人数量的增长就有养老
服务的大发展，按理说养老事业发
展空间广阔，可融资怎么会难呢？
资金为什么不愿意进来呢？

记者了解到，我市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开办养
老服务机构，但养老服务业投入大、
回本周期长，很多民间资本持观望
态度。

没有强大资金入池，延安养老
行业发展就会遇到瓶颈问题。

30岁的张甜甜在延安一家养
老机构试岗了5天后，便打起了“退
堂鼓”。“轮岗上夜班、处理排泄物、
清洗隐私部位……这样的工作，时
间长强度大，我无法适应。”张甜甜
表示，说出去不体面，工资待遇也不
高，感觉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

不仅如此，连日来，记者走访发
现，我市养老机构护理员年龄普遍
偏大，绝大多数是40至50岁的中年
女性，年长的则有60多岁，文化程度
普遍较低。

“护理员难招，有些年轻人到岗
工作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就辞职不干
了，四五十岁年龄段的人大多在老
家伺候过老人，有耐心不怕吃苦受
累，容易适应养老院的工作。”延安
夕阳红公寓院长曹崇武无奈地说。

可见，从业人员待遇低、社会认
同度不够等现实，造成了养老护理
人员短缺。

在养老需求日趋强烈时，这些
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幸
福，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平
稳，为此，不可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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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到“优”，养老服务如
何走好升级路？

1月 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
人福祉的意见》，这是国家出台的
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
件。针对老年人的急难愁盼，提
出一系列切实措施。

这一意见的出台，也让银发
经济备受关注。在今年的延安两
会现场，市人大代表、农工党延安
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张燕就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在张燕看来，银发经济是向老
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
阶段做准备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总
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

元、潜力巨大。为抓住发展机遇，推
动我市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
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应该优化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加
强市级三甲医院在老年医学科的建
设力度，提高老年病防治水平，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健康
管理等能力建设。完善老年生活服
务，引导餐饮、物业服务等企业组织
发放老年助餐，对部分困难老年人
给予补贴或发放老年助餐消费券。
同时，利用延安红色资源优势，推出
一批老年旅游发展典型案例，拓展
推广“怀旧游、青春游”等主题产品，
丰富老年文旅服务。

对此，市人大代表、荣华富洋
（延安）市场推广及冷库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杨竣则有着不同见解。
杨竣建议，加快延安银发经济产

业园建设，在园区规划、土地保障、基
础建设、配套设施、产业布局、项目引
进、资本融资等方面深入指导，出台优
惠政策，发挥产业园在陕西银发经济
领域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加快延安银
发经济产业园建设，确立政策导向，明
晰政策体系，补牢产业发展基础、改善
老年公共服务、提高治理能力；通过加
快延安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鼓励社
会资本广泛、深入、持续地参与银发经
济实践，引导以各类企业为主的市场
主体参与到老人的衣、食、住、行、用、
康、养、文、旅等服务中来，促进延安银
发经济的壮大和高质量发展。

实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补齐

养老服务人才短板也是重要一环。
延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党支部书

记、院长李盼表示，拓宽人才培养途
径、完善人才激励政策等是关键之
举。要支持和引导普通高校、职业院
校结合自身优势和社会需求增设老年
学、养老服务、健康服务、老年护理等
银发经济相关专业，扩大招生规模。
并围绕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引进、评
价、待遇、使用等环节，加大激励力度，
促进护理人员工资合理增长，落实入
职补贴、培训补贴、定向培养、工龄补
贴、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等方面待遇。

美好愿景路漫漫。展望未来，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和
谐画卷正徐徐展开，幸福延安的建
设将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