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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首家“时间银行”：他们如何存取时间

青山街道社区主任尹沐灵向记者介绍“时间银行”。

大学生志愿者在给青山社区里的老人读报。

（上接 A04 版）

管理模式：
36 个工作人员负责管理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失业率达到顶峰时，“时间银行”
就成了不少美国人的“省钱攻略”。那时，在美国一些社区就
出现了此类机构，顾客可以用计时劳动换取所需，化解经济
窘境。

“时间银行”的出现，是一种社会资源整合的体现。近几
年，整合社会资源的各种平台都获得了成功，譬如，“非诚勿扰”
整合择偶资源；京东、淘宝整合商品的供需资源；微博、微
信整合社会精英和各个社交圈的信息观点资源等。而“时间
银行”，使得大量被闲置的劳力资源有了重新整合的机会。所
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它的发展潜力高看一眼。

对全社会而言，“时间银行”的出现，让善举有可能成为
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有了做
善事的能力，但坚持实践的太少，因为缺少一个平台。“时间
银行”的出现，恰好能起到组织作用，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帮助他人的队伍中。

——陈毅清（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时间银行”在国内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而且跟国外有一
定的差异。其实在国外，“时间银行”并不是一种无偿的公益
或者直接称之为慈善，它要求的是时间跟金钱的对等。而国
内目前来说，它大多是被社区所采用，作为一种养老的模式，
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也就说是更多的被当做慈善的
概念来理解。现在江苏、辽宁、浙江等地在进行尝试，但并
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可持续运作的发展模式。

——李明秀（中国“时间银行”项目负责人） 

“时间银行”概念非常广泛，最大的意义就是联络社区居
民的感情，让老年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在中国老龄化
的背景下，“时间银行”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社区互助模式。这
种新型首先体现在公平互助理念上。公平是建立在信任的基
础之上，社区居民要自愿参加这个项目，就必然首先要在社
区内建立一种完全信任感。其次体现在运作方式上。“时间银
行”实行的是登记注册制。不能将社区这个登记在册的流程
给简化，否则就会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

虽然“时间银行”在以老养老方面是一个创新，但现在
仍处在它只是一个“好点子”上，没有实现以点带面，将它
的实际效益最大化。借鉴目前国内做得比较好的重庆和南京，
一方面是社区的基础比较好，居民间的感情比较浓厚，社区
居民的信任感较容易建立。另一方面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努
力推进这个项目。

因此，要想把“时间银行”这个项目顺利推进，必须要
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层面，政府要加大对居民的教育，
要让他们具有这种服务意识；二是思想教育要跟进。加强居
民的美德教育，在精神层面提高市民的素质，增加居民之间
的信任感；三是培植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发展社区义工组
织或者志愿者协会之类的机构来专门管理监督这类工作。

——胡建新（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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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兴起“时间银行”

养老模式
2013 年 11 月， 由 浙 江 师

范大学社会工作系的教师和硕
士研究生组成的金华市乐福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建了金华
首家“时间银行”。今年 7 月 22
日上午，又一间由浙师大社工
系的教授团队担任项目督导的

“时间银行”，落户于浙江苍南
中兴社区与湖前社区，首批 120
名来“开户”的老人将在这个
公益框架下提供互助性服务。

今年１月１日，银川市首
家“时间银行”在银川西夏区
新天地爱心养老院正式落户，
从此，爱心在这里汇集、存储、
传递。8 月 1 日，记者获悉，7
个月下来，这个特殊的银行里
已经有了 80 位储户，最大的储
户已有 120 小时的“存款”。

7 月 15 日，云南晋宁正式
启动了“时间银行”计划。经
过近半年的试运行，云南晋宁
县共青团签约的“爱心店”已
有 5 家，近 300 名青年志愿者
领到了“时间存折”。

此外还有广东的南沙、江
苏的苏州等地都相继成立了“时
间银行”。

洛阳六旬老人创立

首家民间“时间银行”
今年 3 月份，由于荷花滞销，

66 岁的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老
人席怀恩发起了义卖荷花的活
动。近日，参与活动的志愿者
们，陆陆续续收到了席怀恩送
来的红色“存折”，上面写着“洛
阳市‘一家人’时间银行”。打
开一看，有“日期”、“存入服
务时间”、“服务内容”、“审核
人”等项目，其中，审核人一栏，
盖上了“席怀恩”的签章。

“这算是我送给大家的一个
小礼物吧。”席怀恩告诉记者，
今年年初，他听说洛阳市洛龙
区开元路办事处天元社区成立
了洛阳市首家“时间银行”，用
来记录爱心人士从事公益活动付
出的时间，自己遇到困难或者年
老需要帮助时，可以从“时间银
行”中支取被服务时间。这个“机
构”让他很感兴趣，决定发起
一个民间的“时间银行”。

“这个‘银行’专为义卖荷
花而设，工作时间从 2014 年 3
月中旬开始。”席怀恩介绍说，
与天元社区的“时间银行”不
同，那是一个社区发动的，像
是“公家”的。“我的‘时间银
行’是个人发起，是民间第一家，
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组织、机构、
实体的虚名，持‘存折’的志
愿者，靠自觉自愿。”

【走进青山“时间银行”】 【专家观点】

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统计数据显示，到 2030 年 ,
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 , 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
最高的国家；到 2050 年 , 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人的养
老越来越成为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年轻人精力
和时间都很有限的情况下，“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互助养老的
模式引入国内，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目前，虽然它
的发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能不能长久存在下去也还有待现实
的考验，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也为中国
的养老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相信，在“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氛围的感染下，我们也可以期待，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
到“时间银行”的队伍中来。    

·编后·

成立缘由：
老龄化社区受到“互助养老”报道的启发

青山社区是衡阳市典型的老
龄化社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600 多人，占人口比例的 14%—
15%，其中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
老人占了大多数。青山街道社区
主任尹沐灵介绍，以前如果居民
有困难通常是打电话到社区居委
会求助，但社区居委会因为人力、
物力、财力的限制，没有能力一
一帮助解决。而另一方面，社区
工作人员也发现：50 多岁就退休
在家且身体健康的人，每天的生
活就是跳跳广场舞，打打牌或者
照看下小孩，他们的生活相对来
说很是空闲和单调。

“ 我 觉 得 这 些 身
体健康状况不错的人
应该还可以替那些需
要 照 顾 的 人 做 点 事，
正好实现互助。”青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谢红辉说，“当然，
以完全义务的形式是
不 可 能 实 施 下 去 的。
后来看到一篇有关社
区‘互助养老’报道，
我就想我们社区也可
以搞起来。”

谢红辉介绍称，“时间银行”
最先是源于社区申请的老年人日
托中心。有的老年人行动不方便，
或者老年痴呆又没有人照顾，可
以集中到社区中心。但是老年人
来了以后，就餐该怎么办呢？青
山社区干脆就搞了个老年人公益
食堂。一些儿女不在身边，家庭
又困难的可以到公益食堂吃饭，
但没想到问题又来了——老年人
来了以后没有足够的人照顾，那
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就想到了
发展社区义工来为他们服务，开
展‘时间银行’项目。

自 6 月 10 日开业至今，“时
间银行”共有“储户”300 余人，
其中 80 人提供服务，累计存储
服务时间上千小时。而服务内容
包括卫生清洁、慰问性的聊天、
医疗保健咨询、就业介绍、纠纷
调解、家政服务、课程家教、医
务治疗、社会公益活动等多种形
式，社区内开始形成了“我为人
人， 人 人 为 我 ” 的 互 帮 互 助 氛
围，社区外的志愿者也陆续参与
进来。但能有如今这样的成绩，
在社区工作人员看来是很不容易
的。

“我们当时与南华大学护理
学院合作搞这个项目的时候，考
虑到了可能一时间居民不太容易
接受这种服务方式。当时就跟他
们说，万一社区居民响应不积极
的话，那么前期就以南华大学护
理学院的在校大学生为主，慢慢
地进行扩展，最后实现以社区内
部的居民为主体。”谢红辉说。

虽然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先前

的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也
有一定的成效。谢红辉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居民对“时间
银行”还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
所以，我们现在就主要通过社区
居委会的同志上门推介，先从小
做起。“能照顾好一个人我们尽
量照顾好一个人，能照顾好两个
人尽量照顾好两个人，先做出一
点点诚意再来推广。这样一来，
居民可能容易接受些。”

“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困
难还是志愿者不够。对‘时间银
行’项目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社
区居民对这个项目还不是很信
任。”因此，在谈到以后的发展
时，谢红辉称，一是要加大宣传
力度。另外就是要完善签字核实
制度，并实现信息化管理。将服
务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对象真
实地存入电脑中，若干年后有一
个汇总。但鉴于目前志愿者的人
数不是很多，很多工作还不够完
善，只能手工记录。

发展现状：
300 余“储户”，累计存储时间上千小时

青山社区居委会是“时间银
行”的管理者。每位申请客户在
审批成功后，都会拥有专属“存
折”。“银行”有“会计”、“出纳”，
还有“业务员”上门提供“推销”
服务，36 名社区工作人员加入“时
间银行”，服务社区居民。

尽管队伍庞大，但对于这些
老人来说，“时间银行”这个“新
鲜玩意儿”，究竟怎么存取呢？

“借用银行的运营模式，用‘存
储服务时间’和‘支取服务时间’

的方式鼓励老年人在能力所及范
围内实现互助。”尹沐灵说，“时
间 银 行 ” 是 推 行“ 以 老 养 老 ”，
即由 55 岁至 65 岁、身体硬朗的

“年少老人”帮助孤寡高龄老人，
并将服务时间存入“银行”发放
的爱心服务卡内。而这些卡会定
期存入“时间银行”的档案中，
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取
出”存储的时间，由社工机构为
他们指派帮助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