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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电脑主机、8 部专用电话、
11 名工作人员、300 平米办公场地，
却不见哪怕一位老人的身影——
这个看上去有些简陋和神奇的所
在，就是今年 8 月份才挂牌试运
营的郴州市苏仙城市居家养老服
务信息中心。

听说是“养老院”，就已经有
不少观念传统的老人略微排斥了，
更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养
老院”？所以，成立之初，工作
人员没少吃“闭门羹”。

去年才刚大学毕业的邓佩是
“虚拟养老院”的一名普通员工，

主要任务是外联：“不仅要收集市
区所有 60 岁及以上老人的各种信
息，还得联系各个服务行业的企
业，把老人的诉求与相应的企业、
社会志愿者、社区义工组织等联
系起来，以满足老人们的需求。”
虽然工作很繁琐，但初期的最大
障碍不是别的，居然是来自于服
务对象的“不领情”！据邓佩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老人们
的不信任是最棘手的。毕竟‘虚拟
养老院’刚成立不久，别说老年人，
很多年轻人都感到陌生。我们登门
收集信息时常被认为是骗子，有些
老人甚至连门都不给开……”

“三无”老人是重点关照对象，
邓佩向记者透露称，苏仙区扎上街
有位 71 岁的老妇名叫谢六英，起
初工作人员上门收集信息时，她表

现得很犹豫，“非常地不信任，感
觉像是怕别人知道她的情况”。后
来邓佩他们才了解到，老人的经历
非常坎坷不幸，导致其性格变得较
为敏感，“她老伴病逝得早，膝下
又无儿女，之前一直在超市做搬运
工，2011 年因骨质增生导致膝关
节坏死，靠四处借钱勉强进行了手
术，但还是失去了劳动能力。好在
后来被纳为‘三无’人员，可以享
受到一定补贴……”尽管社区工作
人员已经在尽力照料谢六英的衣食
起居，但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比如家里突然没油、没米等，“在
临时联系不上相熟社区工作人员的
情况下，她尝试着拨打了‘养老院’
的电话。看到我们真把她急需的物
资迅速送到，这才相信我们是真心
为老年人服务的——如今，她包里
随时放着我们的联系名片，以备不
时之需”。

随着“虚拟养老院”一步步
走上正轨和显露实效，终于开始
被越来越多老年人所熟知、信任
并倚重，“我们一般通过网上留言
与热线电话 2812349 两种方式与
老人沟通，但懂上网的老人很少，
所以接听电话成了最主要的工作
内容。往往中午时分是一天里最
忙的时候，电话不间断地打进来，
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但能够帮
助到这些祖辈甚至曾祖辈老人家，
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自称“很快乐”。

数据·长沙

    我们“虚拟养老院”里的实惠生活
目前，加入到长沙市雨花区

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的老人已
达 6208 人，其中政 府购买服务

对象 406 名，余者为自己埋单的
普通老人。

截止 9 月中旬，已有 188 家加

盟商、764 个志愿者团队和 1007
名个人志愿者加入信息平台，在统
一调配和监督下为老人提供服务。

声音·长沙
力争让 97%的老人受惠“虚拟养老院”
——长沙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吕明

“所有老人都入住养老院是
不现实的。”吕明称，国家要求在
2015 年实现“9073”养老服务格局，

即 90% 的老人由家庭自我照顾，
7% 接受社区照料养老，3% 入住
机 构养老。“那么，这 97% 的老

年人都可通过‘虚拟养老院’来实
现幸福晚年。而且，在家养老也
更符合老人心情和传统习惯。”

你能想到的服务，“养老院”都能提供
——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副局长吴岚

据吴岚介绍，目前信息平台
的为老服务项目十分齐全，有紧
急 救 助、 家 庭 保洁、 个人保洁、
衣物洗涤、烹饪、家庭护理、电

器 维修、配餐 送餐、物 资配 送、
精神慰藉、代缴费用等上门服务；
有医疗康复、生活超市、美容理
发、洗衣、文化娱乐等网点服务；

有陪同就医、购物、游玩、办事
等陪同服务；另外还有养老管家、
亲情提醒、信息咨询等服务。

“虚拟养老院”投资仅为实体的1/10
——长沙市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主任袁云犁

袁云 犁 算了笔 账 ：“ 长沙 新
建一所中等规模的养老院，需一
次性投资两千多万元，此外每年

的运营费用也要两百万元。加上
土地费用，折合下来，一张养老
床位的成本高达 20 万元！而我们

的‘虚拟养老院’仅投入了 220 万
元，每月的运营费用也仅需三五
万元。”

故事·郴州

“谁啊？送餐的吗？今儿怎么
这么早！”10 月 8 日上午 9 时许，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敲响郴州市苏
仙区安居小区 6 栋 4 单元 108 号
房门时，显然对 84 岁的谢笃松造
成了一些些困惑。

进得屋来，狭小的空间里格
外昏暗，一台收音机似乎就是唯
一的电器。陪同采访的苏仙区养
老服务信息中心主任陈玉解释：

“老人因视网膜脱落，双目几近失
明，所以家中基本不开灯的。又
因为耳朵也不好使，几乎成天靠
那台收音机作伴。”

其实，谢笃松算不上“标准”
的空巢老人——虽然老伴在 2004
年病逝了，但给他留下了四名子
女。因两个女儿都远嫁外地，基
本上一年难回家一次，而小儿子

“一向对我不好”，前些年，赡养
谢笃松的重任几乎全落在大儿子
谢和平一个人肩上，包括给因眼
疾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父亲送
饭。

从谢和平家步行至父亲的住
处约需 40 分钟，即便乘车也得 15
分钟左右，遇上堵车或恶劣天气，
时间上就更难保障了。平时，早
餐都是谢笃松自己摸索着用热水
壶煮点绿豆吃，中晚餐则由谢和
平在家做好后，用保温盒提着送
过来。因工作忙，谢和平只能每
天中午送饭，一次送足两餐的量，
让父亲吃一半，剩下的留着晚上
吃。谢笃松眼睛看不见，不敢使
用煤气灶，每每到了吃晚饭的点，
都是直接烧壶开水，把剩饭泡一
泡就当加热了——这种开水泡饭，
老人一吃就是好些年！

既 然 吃 口 热 饭 都 这 么 麻 烦，
那为何不干脆住进养老院由专人

安排生活呢？谢笃松一脸坚决：
“有儿有女的，进养老院会被街

坊邻居笑话呢！”
今年 7 月，苏仙城市居家养

老服务信息中心进入摸底调研的
试运营阶段，据陈玉回忆：“来
到谢老家时，他就一个要求——

‘希望有人送餐上门’，而我们恰
好储备有相关的餐饮企业资源。”
于是，谢笃松成为了“虚拟养老
院”的第一位服务对象。

从此，老人的吃饭问题得到
了较好的解决，饭菜量足可口，
质量有“养老院”工作人员严格
把关，且价格比市场价略微便宜，
还不收取任何服务费、打包费。

“我每天中午 11 点半和下午
5 点半都会坐在门口等。”不难听
出，每日的两个饭点已成为谢笃
松生活中的最大期盼，“所以今
天你敲门时，我以为是饭菜提前
送到了呢！”他还告诉记者，“送
来的饭菜好吃得很，满满一碗，
每顿一个荤菜配一个素菜，肉管

够！”
但时间一长，新的问题暴露

出来了：负责送餐的餐馆并非每
天都那么准时，尤其生意火爆或
下雨的天气，“他们觉得为送一份
饭专门跑一趟划不来”。每次遇上
这种情况，“养老院”就会把任务
揽过来，哪怕工作再忙也抽出人
手将饭菜给老人送去。而为确保
准点送达，负责送饭的人常常顾
不上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一
来一回的，自己往往就饿过了头。
陈玉称：“这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的
工作范畴，但好在单位离餐馆和
老人的家都不是很远，谢老的情
况又确实让人心疼，所以我们都
乐意给他送饭。久而久之就与老
人产生了感情，每次去送饭时还
一准陪他聊聊天解解闷。”

“我听到那些送饭的女孩子
喊我‘嗲嗲’会害羞，心里感动
得很。除了感谢国家感谢政府，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聊着
聊着，谢笃松老人的眼眶就红了。

为了老人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同为老年人，养老需求的侧重点却可能千差万别，专业人士分析认为，“虚拟养老院”一个最重要的
优势就在于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和个性养老的需求。  

链
接

讲述·郴州
从被骂“骗子”到被老人倾心接纳

10 月 9 日下午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时，陈毅华高度评
价“虚拟养老院”为“社会化养
老的一种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
成效”。陈毅华表示，相对于家庭
赡养和机构养老，它拥有更高的
效率、更强的稳定性、更广泛的
参与度，能最大程度地整合养老
服务资源，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家
庭变故等因素导致的老无所依。

但如何实现社会化养老的持
续发展，需要认真琢磨。陈毅华
举例称，如长沙市雨花区对信息
平台的资金扶助，又如郴州市苏
仙区将中心员工安排为公益性岗

位，这都是政府的一些积极探索。
但“授人以鱼”的同时还要“授
人以渔”，他认为，“虚拟养老院”
的未来良性发展需要政府积极思
考，政策持续跟进。

研 究 数 据 显 示， 到 2035 年，
我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
人 口 的 1/3。 据 陈 毅 华 透 露， 接
下来，我省将增加“虚拟养老院”
试点区，并计划近年内逐步在全
省范围内推开。可以预见，未来
的“虚拟养老院”将不限于试点区，
不限于相对困难的老年人群，不
限于有限的服务内容，而是将无
限延伸。             （下转 A06 版）

数据·郴州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 8 月苏仙

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正式挂
牌以来，已经收集到 6225 名 60 岁

以上老人的各种信息，实施了将近
200 次帮助服务。

声音·郴州
搭建信息化“服务超市”势在必行
——郴州市苏仙区民政局局长何贤能

何贤能介绍说，苏仙城市居家
养老服务信息中心是该区今年的民
心工程之一，也是目前郴州市唯一
集“信息处理、紧急救助、为老服务、
服务监管”为一体的为老服务信息
平台，依靠信息网络技术，采用政
府搭台、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服
务外包方式，力争以最小的建设

成本覆盖到了最广人群。
何贤能认为，调动各类信息化

手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服务
平台，是整合社会资源的集中有效
的新途径，不仅仅可用于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将来一定会形成全社会
的“服务超市”，为所有市民提供
便利。

访谈
省民政厅党组成员、省老龄委专职副主任兼省老龄办主任陈毅华：

“虚拟养老院”有望惠及全省老年人

（上接 A04 版）

接受记者采访时，谢笃松的碗筷就摆放在一旁，只等饭点一到准时开餐！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喻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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