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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拥有60周岁以上老年
人 约 20 万 人 ，老 年 化 率 达
27.8%。近年来，该区养老服务的
市场主体日益丰富，有康养、配
餐、家政……但总体而言，资源分
散、供需不平衡。

9月底，该区探索街道养老服
务联合体建设，16个街道的687家
单位机构加入并挂牌运行。联合
体的建立，统筹了各方资源，让
为老服务更加规范、内容更加丰
富、供需对接更加精准畅通，打
造了老年人家门口方便可及的养
老服务圈。

“5+N”，养老服务更多元

“这里可好了，平时给我们提
供丰富的菜品，散步累了也能在
这里休息一会儿。”9日上午，家
住和平桥街道北濠东村的82岁老
人施洁英在濠西书院附近散步，
人有些乏了，便来到紫琅春餐饮
店歇脚，店长汤海英给老人递来
了一杯暖茶。

紫琅春餐饮店是政府定点的老
年人助餐点。如今，加入了街道养
老服务联合体。大门处，橘色背景
的联合体牌匾分外醒目。

“自从挂了这个牌匾，来店里的
老人越来越多。有问路的、歇脚的，
也有上厕所的，能帮到老人，我们感
到特别欣慰。”汤海英说。

“我们以街道为单位，将辖区内
企事业单位、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站）、社会组织、各类商户、
各类涉老企业、公共服务商等碎片
化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立
足社区、辐射居家的养老服务合
力。”崇川区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张卫
健介绍。

成员单位统一悬挂“养老服务
联合体”牌匾，牌匾上明确标示“歇
歇脚、喝口水、解内急、防走失、敢
救助”五项内容。老年人只要来到
挂着牌匾的单位，就能得到帮扶。

“有些老年人记忆力不好，如果走
失了，可到任何一个成员单位，寻
求帮助。”

成员单位还可以发挥自身业务
优势，为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
除这 5项之外的“N”项个性化服
务，让为老服务更加多元化。

“小杨啊，这个新买的血压药怎

么个服法，字太小，我看不太清。”
“彭叔叔，这个药片是一天一粒的，
餐前餐后都可以，最近血压怎么样，
我先帮您量一量。”10日，家住永兴
街道节制闸社区保利香槟国际的耄
耋老人彭柏祥来到小区门口的街道
养老服务联合体——恒生堂大药
房咨询用药事宜，店员小杨耐心作
了解答。该药房为老人提供用药咨
询、免费测血糖量血压等服务，已成
为一种常态。

成员联动，供需对接更畅通

13 日，陈建军来到古港花都
颐养中心，看到年迈的母亲吃饭有
人送、房间卫生有人做，一颗悬着
的心终于落下了，“特别感谢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
我母亲找到了安居养老的场所，看
到她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就
放心了。”

上个月，唐闸镇街道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为横河社区
81岁的陈巧英奶奶送餐时了解
到，陈奶奶因记忆力减退，一个人
在家时常常会忘了关煤气灶，出
去时也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
儿子陈建军只好每天带着她一起
上班，特别不方便，想送去养老机
构，又不知道选哪家。为此，中心
根据其儿子考虑的入住环境、方
便探望等需求，联系了联合体内
的古港花都颐养中心。当月底，老
人就正式入住。

联合体，关键在于“联”。张卫
健说，联合体的建立，可以通过成员
单位的联动，让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需求对接更精准、畅通。

“有些老人，由于行动不便，平
日做卫生比较吃劲，需要家政服
务，如果自己去找家政公司，一来
不懂去哪里找，二来也担心被骗，
这次联合体就纳入了多个正规经
营的家政公司，如果老人有需要，
可以跟社区反映，而所有社区也纳
入了联合体，可以帮助联系到家政
公司，这样就能解决老人的家庭卫
生问题。”

为了精准对接老人需求，各街
道均成立了养老服务联合体管理中
心，管理中心帮助辖区成员单位之
间建立了长效联系机制。任何一家
成员单位在服务老人的时候，老人

提出超出其本职的服务诉求，都可
以及时、快速反映到联合体内可以
开展服务的成员单位，也可以通过
管理中心进行反映。

一个多月来，各街道成员单位
通过联动帮助老人解决了入住养老
机构、政策咨询、居住安全隐患等多
方面问题，受益老人55名。

“联”是责任，期待更多力量参与

建立养老联合体，联的是责
任。成员单位的服务质量，是联合
体有效运行的根本。

区民政局要求各街道严把成员
单位准入和监管。

“把信誉好、服务能力强、有意
愿开展助老服务的单位纳入进
来。同时，建立长效监督淘汰制
度，将服务差的单位及时剔出，对
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对违法行
为线索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张卫
健说。服务商根据自己的业务范
围，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费用不得
高于市场价，有条件的出台优惠政
策。公益性服务项目不得向老年
人收费。

“飞牛小匠”是崇川区一家社会
志愿服务组织。5月起成为起凤园
小区的物业。9月，加入了和平桥
街道养老服务联合体。既是社会组
织又是物业的双重身份，让该小区
的老年人享受到了“超值服务”。电
器维修、家电清洗、管道疏通……只
收取材料费；对于独居老人，隔三差
五安排专人上门看望，为他们做卫
生、陪他们聊天。

“他们的服务细致入微。”9日
上午10时许，9号楼的耄耋老人薛
玉琴，从外面买了一堆水果蔬菜回
来，刚走到小区门口，“飞牛小匠”的
工作人员杨敏就连忙迎上去，一把
接过沉甸甸的袋子，搀扶着老人，一
起上了楼。

“挂牌以来，不少成员单位已经
陆续开展服务，成员单位之间的联
动、配合也越来越默契，这是一个好
的开始。”张卫健说，接下来，区民政
局将在全区层面加强联合体宣传，
让联合体惠及更多老年人，同时，鼓
励引导更多的社会机构加入，链接
更多的养老资源，营造全社会共同
关爱老年人的温馨氛围。

本报记者陈静

崇川区探索街道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

打造老年人特有的舒适圈

在数字浪潮及老龄化的趋势背景下，金融
服务适老化成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
容。去年8月，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指导
南通市银行卡业协会制定出台《南通市金融服
务适老化工作规范》，在全市形成协调统一、有
据可依的老年金融服务标准，护航老年人安享
幸福生活。

适老化改造，出“新”更走心

开辟“绿色通道”、设置“爱心窗口”；配备老
花镜、放大镜等适老化便民物资；设置尊老公益
区、活动区……如今，走进全市各银行网点不难
发现，“老年专属”已经成为各网点的标配，不少银
行对辖内各网点进行了优化布局改造，用出“新”
更走心的精细化服务让老年人安享金融生活。

“我们重点对县域、农村及其他老年客户
占比较高或金融薄弱地区优化网点规划，下
沉服务重心，优先满足老年客户群体金融服
务需求。”邮储银行南通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市邮政储蓄银行所有网点均开通
老年人支付服务绿色通道，致力打通“金融服
务最后一公里”。

使用存折存取款是不少老年人的习惯。升
级版的“南通标准”还新增提出，“要便利化受理
存折，提供自助打印等功能，及时为老年人解读
存折内容。”记者从农业银行南通分行了解到，
该行持续推进自助机具上线“存折模块”。

智慧化服务，有“智”更细致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移动支
付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何让老年群体也能畅享移动支付带来的便
捷？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负责
人介绍，2.0版“南通标准”对老年人移动支付产
品、服务流程等也提出了规范要求，切实解决老
年群体在移动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把金融产品做得更简洁明了，老年人用起
来就能更得心应手。”南通农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行将掌上银行升级为标准版、大字版及乡
村版三种，适用于老年人的大字版功能非常精
简，同时还设有语音助手，长按说话即可完成余
额查询、转账支付、话费缴纳等日常金融业务，
帮助老年人跨过移动支付这道“门槛”。

“手机银行界面简洁明了，学了一会儿就上
手了。理财、医保、生活缴费等功能一应俱全，还
能了解各地的衣食住行娱情学，对我们老年人太
友好了！”不久前，徐老先生在银行工作人员帮助
下，学会了使用“岁悦长情”版中国银行App。

多样化关怀，“守护”更有情

85岁老人欲汇款2.3万元“保证金”注册会
员，被农行南通如皋海阳南路支行营业网点工
作人员及时阻止；八旬老人想要汇5800元“服
务费”给“专业理财老师”办理“股金账户”，被如
皋农商银行百岁路支行工作人员识破骗局……

数字化支付背景下，老年群体成了电信网
络诈骗的重点对象群体之一。“和收款人是什么
关系？转账用途是否清楚？”针对老年客户不容
易识别电信诈骗的特点，“多问一句”已经成为
全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习惯动作”，全力守
护好老人的“养老钱”。

本报记者张水兰 本报通讯员李娴菊

护航银发一族
安享金融生活
银行业适老化服务标准升级

老人在餐饮店休憩。记者陈静 老人在药房测量血压。陆霞 搀扶老人上楼。记者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