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廖荩薇

近期，在静安寺街道白领驿家举办

了一场特殊的知识竞赛， 参加这场比赛

的是来自街道 37 个网格的 “养老顾

问”，比赛以个人答题、小组抢答和场景

模拟的方式开展。

此次竞赛全面考察了养老顾问员对

社区养老的知识储备和掌握能力， 内容

涉及居家养老基本政策、 长护险相关知

识、养老服务设施、老年人意外保险、辅

具用具项目、乐龄有伴等服务项目，特别

侧重了老年人特别关心的长护险评估及

街道特色服务项目的知识。 特别是在场

景模拟题环节， 参赛选手化身为社区老

人、老人家属、养老顾问员等，通过活灵

活现的表演，模拟了养老顾问们在社区

中遇到的老人求助问题， 大家在模拟中

用专业知识帮助社区老人寻找与之相适

应的养老服务， 圆满解决老年人迫切的

需求。

养老顾问覆盖党建网格

深入社区为老人提供帮助

2020 年 7 月， 街道组建起一支 26

人的养老顾问团队， 覆盖街道 37 个党

建网格， 在全区率先实现了养老顾问居

民区全覆盖。 养老顾问团队成立半年以

来，共为 120 位老人提供了专业的养老

顾问服务， 逐渐成长为社区老人身边的

“包打听”“政策通”和“数据库”。 当

居民有养老政策不理解、 寻找养老设施

或机构、寻求养老服务等问题时，都可以

及时找到身边的养老顾问获得解答。

静安寺街道乐龄生活馆成立于

2012 年，从成立之初到现在都在持续不

断地学习养老政策，为居民提供政策咨

询服务。 自 2018 年 5 月在市、区建立养

老顾问点以来， 静安寺街道乐龄生活馆

更是成为了全市第一批养老顾问点。

养老顾问点的推出， 进一步拓展了

服务内容， 提升了服务层级。 如今站点

最常接到的便是老人寻求帮助的电话，

“家里的电器损坏或者是水管爆裂等

等，老人都会打电话过来寻求帮助，我们

会从后援单位中给老人指派专人入户维

修。 ”乐龄站点养老顾问丁文霞告诉记

者，“通过我们来提供这些服务，也能让

老人更加安心。 ”乐龄站点的为老服务

后援单位“乐龄生活圈”包括了家政门

市、物业维护、家电维修、陪医陪护、助餐

助浴、法律咨询等多项服务内容，涵盖服

务单位 80 多家，小到洗澡扦脚，大到帮

助老人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 几乎包括

了所有老人的日常需求。

深受社区老人信任

量身定制养老方案

2020 年 7 月，街道养老顾问团队建

立以来， 从以往单一的乐龄站点延伸到

各居民区，让养老顾问走到居民身边，更

加贴近老人。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机构

顾问点和居民区顾问点相互配合， 让老

人得到最及时、全面的帮助。

家住百乐居民区的夏老伯是无子女

老人， 一次因突发脑梗送往医院。 百乐

居民区养老顾问顾颖琦和居委会工作人

员分头行动， 一边帮老人回家取医保卡

等入院材料，联系老人亲属，一边联系乐

龄站点为老人安排护理员， 帮助老人解

决出院后的照护问题。

当老人准备出院时， 乐龄站点根据

老人的实际情况， 为符合他出院急需有

人照顾的需求，向他介绍了“长者照护”

这一服务。 通过长者照护 3 个月后，老

人身体大有好转， 已经基本能够自行走

动。 这时，老人便提出了想要回家的要

求。 丁文霞第一时间对老人的情况做了

仔细分析，“这位老人住房比较小，无法

安排陪夜服务， 他平时又很喜欢跟人聊

天，一个人待着会感到孤独。 ”

结合服务资源， 丁文霞为夏老伯制

定了一个新的方案， 老人白天待在日托

所，这样一来解决了他的孤独感及中午

就餐问题。 回家后使用无子女服务补贴

及长护险服务， 乐龄生活馆还为老人安

装了“一键通”电话，解决了老人晚上突

发意外无法求助的问题。 社区养老顾问

就是要利用好各类社会服务设施、 机构

和人员等资源， 根据每个老人的情况不

同，为老年人寻找、制定最为合适的服

务。

在帮助老人的过程中， 也发生过令

人动容的时刻。 夏老伯一次在街上突发

疾病，当时已经无法发出声音，他只能用

手比出一串数字， 而这串数字正是静安

寺街道乐龄生活馆的电话号码。 “能得

到老人这样的信任，我们也觉得十分感

动。 ”丁文霞说。

冬日里的温情

暖心服务为老人抵御严寒

近期，上海持续降温，寒冷的天气里

静安寺街道的老人们心里却是暖暖的。

青凤老年生活护理服务中心的送餐员王

海辰来到愚园路 361 弄， 为 88 岁的独

居老人汝兆坤送餐。 据了解， 根据街道

统一安排，各居民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向社区孤老、 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上门告

知寒潮预警的温馨提示，并为部分高龄

及行动不便老人启动特殊天气助老餐

“送上门”的贴心服务。

乐龄生活馆也积极行动， 及时为老

人增添御寒衣物， 进行防寒取暖小知识

宣教，通过“一键通”为老服务机多次提

醒老人做好抽烟防火、安全用电、燃气使

用等方面安全告示，确保老人安全过冬。

丁文霞向记者介绍，“一键通”电话

对辖区内 80 岁以上独居老人和无子

女老人免费安装， 主要保障老人的日

常生活安全， 让他们发生紧急情况时

可以及时求救。 电话上包含四个按钮，

分别是报平安、紧急求助、亲子电话以

及服务热线。 安装“一键通”电话的老

人每日都要用“报平安”按钮向站点

工作人员报平安， 若老人身体突发不

适不能说话，只需按下紧急求助按钮，

站点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上门查看情

况、帮助老人。 目前街道已经有近 400

位老人安装了“一键通”电话，乐龄站

点每天 24 小时有人值班，密切关注老

人的突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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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专属服务 解生活难题
这群人是老人身边的“养老军师”

“走过路过别错过” 城市因他们更美好

□记者 廖荩薇

今年 68 岁的徐忠辉是静安寺街道

华山居民区的居民，平时在社区里积极

参加各项志愿活动，服务社区居民。 他

更是静安寺市民巡访团的一分子，加入

这支队伍至今已经有近 3 年的时间，是

团队中一名略有经验的队员。 在过去的

2020 年里，他处处留心，尽职尽责地做

好市民巡访员工作，共拍摄上传辖区内

不规范、 不文明现象照片共 300 余张。

近期， 徐忠辉获得了 2020 年静安区优

秀市民巡访员称号，记者与徐忠辉相约

在华山居委会，通过他的讲述，了解到了

市民巡访员的工作。

徐忠辉向记者介绍，作为市民巡访

员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但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工作守则， 那就是一句话———

“走过路过不错过”。 针对辖区内出现

的不文明现象， 队员们都要做到时刻留

意，随时纠正、反映，“就好比我们居民

区的另一位巡访员， 他每晚都会围着咱

们华山居民区散步，在散步的同时留个

心眼， 正好就当巡逻了一遍。 我们日常

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只要一上街就会时

刻注意周围的环境。 ”

在一次路过延安西路镇宁路口时，

徐忠辉注意到一个消防栓的龙头在使用

后连续几天都没有拧好， 这关系到消防

设施的安全问题，徐忠辉十分放在心上。

他自己将龙头拧好后， 将这一情况反映

给有关部门， 提出辖区内的消防设施应

该派专业人员进行巡逻检查。 有关部门

接到反映后也立即响应这一建议， 如今

已有了针对安全设施的定期检查制度。

特别是在 2020 年 7 月， 创建复评

全国文明城区期间， 也是徐忠辉和其他

巡访员们最忙碌的时候。 “静安寺街道

位于我们城市最中心的地带， 所以我们

一定要做得好，不能让街道丢脸！ ”徐忠

辉回忆道， 那段时间街道巡访团内 22

名队员个个都十分积极，“还有一些因

年龄大退下来的老同志，还是一如既往

地在群里上传照片、反映情况。 ”“走过

路过不错过”的这一句准则，早已成为

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作为一名巡访队员，三年来，徐忠辉

也切身感受到许多变化：“不仅辖区内

出现的不文明现象越来越少了， 最大的

感受是处理问题的速度越来越快。 ”巡

访队员与各方工作人员有一个微信群，

队员们看到问题即刻拍照上传至群内，

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在半小时之内

得到解决。徐忠辉告诉记者，工作人员的

解决速度常常让他也感到佩服，“有时

候在回家路上看到道路边堆放的垃圾，

我就拍下来发到群里，还没等我到家，就

已经收到解决的反馈了。 ”这样事事有

回音， 看着自己每发现的一点小小的不

足都能得到解决， 让许多像徐忠辉一样

的巡防队员觉得， 这座城市因为自己变

得更加文明、美好，这就是他们日复一日

坚持巡访的动力所在。

养老顾问知识竞赛现场

老人使用“一键通”电话

徐忠辉（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