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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0岁的张根宝，在南码头南丰养

老院已经住了近10年。“我参加了唱歌、插

花兴趣小组，还有读报学习班，每天忙得不

得了。”她爽朗地开玩笑，“不能再忙了，要

不然就像在职职工了。”

养老院，作为“9073”养老格局中的“3”，
在现行的养老体系中承担着“支撑”的作用，

使一部分需要有专业养老机构照护的老人，

有了可以安度晚年的地方。

截至 2017年底，包含长者照护之家在

内，浦东新区有养老机构152家，床位2.5万
余张，占户籍老年人口的2.77%。但这些数

字，对于实际需求来说，还有着不小的缺口。

“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养老

床位数必须达到户籍人口数的 3.1%。”浦

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老龄委主任冯伟在

一次讲话中说。这意味着，到 2020年，浦

东将新增养老床位5600张左右。

事实上这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养

老机构还面临着养老工作队伍尤其是一线

护理员队伍的欠缺、资源分布不均衡等困

境。

在养老院的日子

对于养老院生活，张根宝
是满意的。专业的养老机构
为老人带来陪伴和相对专业
的护理服务，还有各式各样的
兴趣课程丰富他们的精神需
求。

张根宝是 2009年初住到南丰养老院

的。那时，老伴去世不久，她自己又患有高

血压，心脏也不太好。

“医生说我不能一个人在家，尤其是自

己洗澡不行。”张根宝说。儿女们忙于工作

无法全天候照顾，便给她找了个保姆陪

护。“可我觉得在家有点冷清，还是选择到

养老院去。”

于是，她开始了近 10 年的养老院生

活。

在南丰养老院，张根宝与另外两位老

人一起住在一个房间，3人生活都可以自

理。每天早上 5点半，护理人员会叫她们

起床，洗漱、晨检之后，稍活动一下，7点吃

早饭。

上午，是参加兴趣班和做康复操的时

间。“这里有好多兴趣班，唱歌、编织、书法、

插花、绿植等，还有读报学习班。”张根宝告

诉记者，兴趣班活动之外，会有工作人员带

着大家做练功十八法，或是做回春保健

操。午休后还会做操，还有康复师给大家

做康复。“有时都觉得太忙了。”老人笑着

说。

对于养老院生活，张根宝是满意的。

至少，她不用再担心自己发病了没人知

道。“自己在家时老是担心，越担心越紧张

就越是容易发病，到了这里后放松了，血压

反倒没那么高了，再也没住过院了。”

南丰养老院院长汤和芬告诉记者，养

老院内设有床位80张，目前在院老人有74
人，其中大部分是 80多岁的老人，90岁以

上的有 26人。整个养老院分为自理区和

护理区，按照统一需求评估等级划分，院内

4级及以上老人占到了全院总人数的77%。

“浦东的养老机构数量在不断增加，现

在占到了全市的五分之一，同时质量也在

不断提升。”浦东新区养老机构服务管理中

心主任于明说。

根据新区民政局的数据，截至 2017年

底，全区有养老机构152家，床位25308张，

占户籍老年人口的 2.77%。其中，公办养

老机构89家，床位14188张，占户籍老年人

口的1.55%。

在 152家养老机构中，包含了 18家长

者照护之家。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长者照护之家试

点工作方案》，长者照护之家是“为老年人

就近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的社区托养设施。

采取小区嵌入式设置，辐射周边社区。”因

此，它规模不大，主要提供“喘息式”服务，

即为长期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提供临时性

替代照顾和护理的服务。

位于浦兴路街道长岛花苑的长者照护

之家，是浦东第一家。尽管面积不大，但有

公共客厅、公共起居室，每个老人还有自己

单独的一个小空间，外面有小花园，可以散

步、做操、种菜。

前来看望母亲的范文学告诉记者，母

亲之前一直住在家里，但有糖尿病并发症，

之前有段时间已经不能吃饭、走路、说话

了。家里人没办法，不知该怎么护理，就送

到了长者照护之家。“在专业护理人员的照

护下，妈妈又逐渐好起来了。这里条件也

好，还在小区里面，很方便。”

医养结合的探索

目前，全区已有4家养老
机构与护理院、医院毗邻设置，
50家养老机构有内设医疗机
构，其中22家纳入医保联网。

一些老人有进养老机构的诉求，但对

于“保基本”的公办养老机构来说，不能满

足所有人。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公平，浦东新区在

全市率先引入了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机

制。“公办的养老机构是托底的，所以要给

最需要的老人。”浦东新区民政局副局长庄

大军说，因此老人进入机构之前，要参与评

估。“长护险推出后，也借助于统一需求评

估，身体评估达到二级以上，就可以申请长

护险。”

按照这一评估体系，老人根据不同身

体条件可分为 1-6级，1级最轻，6级最重，

从而明晰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对象。

也就是因为老人的身体容易出现问

题，所以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也很大。因此，

医养结合是浦东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的提升

养老机构服务水平的一项举措。

所谓医养结合，指医疗护理与养老护

理相融合，把医疗作为养老服务的延伸，使

在养老机构的老人在得到专业的生活护理

外，还可以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满足多元

化需求。

位于航头的航馨养护院，是浦东较早实

践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之一。这里有着“院

中院”的设置，即在养老院内还有一个护理

院。航馨养护院的前任院长陆明告诉记者：

“那时养老院内很多老人身体不太好，这里

离医院又远，就有了建个护理院的想法。”

航馨护理院在 2015年建成营业。运

营不久后，89 岁的王宝珍住了进来。那

时，她的老伴患脑梗、行动不便，她就陪着

老伴一起住进护理院。后来老伴去世了，

她也没有离开。“我自己也有病，10年前胃

癌开刀，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这里有医生，

有护士，每天能给我检查身体，照顾吃药，

所以身体状况还保持得比较好，就想一直

住下去了。”

在护理院，每天早上吃早饭前，护士都

会给她查空腹血糖。8点半，医生来查房，

询问一下身体状况。需要开药时，医生会

直接开好药，护士则每天帮助老人按医嘱

服药，还会每天帮她打两次胰岛素控制糖

尿病。

从浦东医院退休的朱文福，现在是航馨

护理院的医务负责人。他说，这里的工作内

容跟以前在医院时差不多，只是面对的都是

老人，而且以慢性病为主。“偶尔也有突发情

况，两个月前就有一位85岁曾经脑梗过的病

人，半夜突发癫痫。那天夜里正好我值班，

立刻采取了措施使老人转危为安。”

因为有护理院，航馨养老院对老人更具

吸引力。“我们这里地方比较偏，但很多老人

过来看过后，听说有护理院，就会更倾向于

选择我们。”航馨养护院现任院长陆牡丹说。

“十二五”期间，浦东就开始推进养老

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及医保联网结算。在

《浦东新区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也提出全面推进医养结合。

新区民政局不久前的一份《关于浦东新

区养老机构建设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引导新增养老机构、社区为老服务机构与

医疗机构毗邻或就近设置，鼓励存量养老机

构设立护理院、门诊部、护理站等医疗机构。

根据报告，目前，全区已有4家养老机构

与护理院、医院毗邻设置，50家养老机构有

内设医疗机构，其中22家纳入医保联网。

待解的难题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养老
机构布局不均、养老服务人才
短缺等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

虽然浦东一直在增加养老床位供给，

但总量缺口一直存在，养老机构也存在着

布局不够均衡的问题。

“这几年人口导入多，很多在浦东工作

的年轻人成家立业，把老人也带过来了。

还有市区动迁来的老年人口，种种因素使

得这几年浦东的老龄化急剧加速。”于明

说。

但目前，不少养老规划用地面临动迁

等难题，短期难以启动实施，导致项目进度

与计划进度严重脱节。同时，因动迁、消防

核减、运营不善等原因，原有的一些养老床

位还一直在减少。

与此同时，区域差异的情况也一直存

在。中心城区配套完善，老年人口集中，对

养老服务资源需求较大，但可利用的土地、

房屋资源比较稀缺，增加床位难度较大，往

往“一床难求”；远郊地区由于地段偏远，交

通、就医不便等因素，部分养老床位利用率

偏低，个别养老机构出现床位空置。

位于泥城镇的建国养老院由于地处偏

远，从运营至今就一直有空闲床位。院长潘

建国坦言，从2005年10月开张至今，养老院

一直没住满。“经过一次扩建后，现在养老院

有122个床位，目前入住老人有73位。”潘建

国说，自己当初办养老院是从公益出发，没

想着赢利，不过机构运转起来也一直有压

力。他说，养老院内的老人大部分是当地

人，本村的占到了1/3。“护理员也不好招，因

为工资低。当地农村老人收入低，收费也不

能高，给护理员的工资也高不了。”

而另一边，“沿江街镇床位还是紧缺，

所以今年采取了一些举措，比如管办分离，

国有公司进入养老领域。”庄大军说。

“管办分离就是成立养老机构服务管

理中心，来监督管理所有的为老服务设施

日常运营和服务质量，同时把原来政府包

办的机构，交给国有企业，承担建设运营和

日常服务。这样权责清晰、竞争有序，提升

养老服务能力。”于明解释。

养老行业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是亟需

解决的问题。

“造一个机构相对容易，但是造好了谁

去管理运营呢？老人来了谁来服务呢？”于

明表示，最重要的还是队伍建设。

目前，浦东新区的一线护理员队伍仅

有8000多人，应对数量庞大的老人群体，人

员十分紧缺。据他介绍，“管理队伍、专技

人员和一线护理人员都缺。因为行业认可

度低、报酬低，所以专技人员都不愿意到这

个行业，比如内设医疗机构的医生一般都

是退休的老医生才愿意去。”

前两天刚入选浦东新区20位“最美护

理员”的李银娟，是难得的在护理岗位坚持

十多年的一线护理员。她坦言，自己刚做

护理员时才20多岁，有邻居听说她在养老

院上班，就说“你这么年轻，怎么做这种

事？”还有同事出去都不跟别人说自己做什

么工作。

相比于报酬，这种职业的低认同感让

她觉得更难接受。但她凭着自己的耐心细

心，赢得了老人和家属认可，以及周围人的

赞誉。

“要提高养老行业服务水平，全社会都

应该尊重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让更多有志

向有情怀的专业人士进入养老行业，让全

社会为他们点赞。”庄大军说。

养老机构
为老年人提供
安享晚年的去
处；专业的护
理、丰富的兴趣
班和医养结合
的探索，实现
“老有所养”。
但同时，养老行
业机构布局不
均、床位供需缺
口大、从业人员
社会认同感低
等问题，仍需要
更多力量去推
动解决。

养老院里的晚年
——“今天我们如何养老”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陈烁

被评为“最美护理员”的李银娟在为老人做护理。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思弘

养老院内开展

多种兴趣班活动。

养老院工作人员

为老人准备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