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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越来越多的独居老人，如何
锁定这些人群，如何实现精准帮扶，
萧山各方力量都在寻找破解之法。

从2020年开始，我区启动智慧
养老信息化系统项目建设，探索24
小时老人安居监测无脱管、应急响
应无遗漏、及时救援无延误、服务优
享无牵挂的实时、便捷、高效和管用
的闭环处置场景。

到去年年底，我区将6000余位
高龄孤寡、独居、空巢等特殊困难老
人纳入“安居守护”服务对象，通过
在老人家中安装门磁、烟感、气感、
睡眠监测仪等安居守护“四件套”，
将老人的相关健康数据实时上传至
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24小时感
知和守护，老人居家发生意外时，能
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

继安居守护“四件套”后，我区
于今年推出助老一键通服务。老人
一旦发生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可
一键直达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全区
将有1.5万名老年人享受此项服务，
其中就包括高龄独居老人。

为破解老年人尤其是高龄、孤
寡、独居、空巢等重点群体“做饭难”

“吃饭难”等问题，我区连续两年将
建设老年食堂和提升助餐服务纳入
民生实事推进。到目前，初步形成
了以老年食堂为主体，其他助餐模
式为补充，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老
年人助餐服务体系。

除政府外，社区也在为独居老
人的安全加码。经过前期摸排，东
阳桥社区锁定了38位独居老人，并

做了一人一档归类，细化每个独居
老人的需求。今年酷暑期间，东阳
桥社区生怕高温天出什么意外，特
地组建了“三人打卡组”，由一位工
作人员、一位楼道长和一位邻居组
成，每天轮流上门看望老人，并在微
信群里反馈老人的健康情况，由此
平安度过了整个盛夏。

江寺社区也是一个老龄化比较
严重的社区。从2018年起，江寺社
区就大力提倡“低龄老人帮扶高龄
独居老人”，并组建低龄老人帮扶志
愿者队伍，与社区独居高龄老人进
行结对，志愿者会“早看窗帘晚看
灯”，还要每天去“敲个门”，陪老人
聊聊天，一有情况就及时和社区联
系。目前，社区长期结对的帮扶达
100多对。南市社区为独居老人安
装了智能水表，一旦发现水表几天
没有走，就会及时上门了解情况。

除此之外，各社区也会不定期
邀请专家医生团队上门开展服务，
方便老人们在家门口进行医疗咨询
及健康检查。每到节假日，社区工
作人员还会带上礼品，上门探望独
居老人，陪他们聊聊天，谈谈心。平
时也会针对老人们开展各种活动，
让他们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力量也加入
到守护老人的队伍中。他们会与独居
老人结对，上门为老人理发、打扫卫生，
陪老人聊天解闷，送老人就医看病。

各方力量日渐汇聚，未来必定
能借助智慧、数字化手段，形成更强
大的暖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一个人一顿饭一盏灯，他们饱尝喧嚣城市中的孤寂

“智慧+温情”萧山探索精准帮扶独居老人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时”，面对暮年时光，有人活得精

彩，也有人活得心酸。就在刚刚过去的漫长酷暑，我区发生了

多起独居老人外出迷路、中暑昏倒、患病无人发现等意外事故。

谁都不希望悲剧发生，都期盼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安。而随着社会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人口老龄化、高龄化、

空巢化、失能化趋势明显。我区已达到中度老龄化水平。截

至2021年末，我区60岁以上老年人为31.28万人，占户籍

总人口的25.23%，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4.39万人，占户

籍总人口的3.54%，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4.04%。其中，由

于丧偶或未婚导致独居的老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些独居老人中，不少都有子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

统核心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三代人甚至

四代人同居的家庭模式早已成为过去式。而

另一方面，老人和子女都追求自己的“私人空

间”，不愿住在一块儿，导致家庭养老的功能

日益削弱，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老人赡养功能

转向社会养老服务，独居老人成为一类社会

问题而倍受关注。

■文/摄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蔚鲁燕

宣阿姨今年 74 岁，一生未
婚。自从养父去世后，已经一个
人生活了30年。采访约在社区
办公室进行，见到宣阿姨的第一
面，便发现她的脸上一直带着笑，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说起独居的事，宣阿姨的记
忆回到了几十年前。原来，宣阿
姨本姓陈，是宣家领养的大女儿，
养父之后还领养了一个弟弟。因
为家里条件差，宣阿姨很小便开
始帮忙干活。养母身体不太好，
宣阿姨早早担负起了照顾养母的
责任。烧饭、擦身、洗衣服，一天
到晚手脚忙个不停。宣阿姨18
岁时，养母病逝。养父脾气本来
就暴躁，老伴去世后，身体状况越
来越差，养家糊口的任务就落到
了宣阿姨身上。

“人要懂得感恩，他们把我养
大，我不能丢开他们。”宣阿姨说。
她起早烧好饭，然后赶去路边摊买
鱼，拿回家后再匆匆赶去上班。有
好吃的菜，总是端到养父面前，让
养父先吃。虽说如此，养父稍有不
如意，还是会向宣阿姨发脾气。“有
一次买的鲫鱼太小，他很不高兴。
家里电灯坏了，他就催着我爬到桌
子上去修理。”宣阿姨提起这些过
往，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当时也不是没人介绍对象，
但宣阿姨想得明白：弟弟已成家，
有自己的老婆孩子要照顾，没有
更多精力来管养父。如果自己找
个人不同意她管养父，那生活也
不会顺心。而按照养父的脾气，
和别人也不一定合得来。思来想
去，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慢慢淡
下来。等养父去世，宣阿姨已经
是44岁的年纪。宣阿姨的孝心
也打动了左邻右舍，等后来宣阿
姨一个人生活后，关心她的人很
多，大家都愿意帮她的忙。

退休后，宣阿姨过起了自由
自在的独居生活。早上睡到自然
醒，白天和小姐妹玩玩牌、聊聊
天，晚上散散步看看电视，一天就
过去了。后来年纪慢慢大了，特别
是这两年腿脚有点不太利索，她的
生活圈基本就固定在家附近。早
上5点多起床，然后到对面城河公
园坐个半小时，看看人家早锻炼，
然后回家吃早饭、看电视，中午吃
完饭后睡一觉，下午4点左右准
备晚饭，饭后去城河边散散步，7
点左右回家睡觉。这样的生活周
而复始。但宣阿姨觉得挺好的，
不孤单。“我跟那些丧偶独居的老
人不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人，所
以习惯了。”宣阿姨笑笑说。

随着老年化的加剧，特别是老城
区一带的独居老人数目有所增加。
记者在与城厢街道各大社区工作者
交流中发现，独居老人中高龄段面临
的问题比较多，突出表现在就医、生
活起居、精神慰藉等三大困境。

因为知识更新慢，独居老人首
先会遇到就医困难。在采访中，记
者发现，无论是宣阿姨还是陈阿姨，
她们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或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看病配药，但又不识字，更
不会线上操作，看病难成为她们最
大的担忧。

陈阿姨去年动手术需要家属签
字，她打电话给老伴的姐姐，最后侄
女向单位请了一天假陪她动手术。
为了尽可能少麻烦别人，她很少去杭
城的医院看病，平时配药也只去固定
的医生那儿。宣阿姨前阵子天热没
有开空调，一连几天感到身体不适，
最后去了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挂盐水。“平时的一些小毛病，熬过去
就好了，看病要坐车要排队挂号，要
做各种检查，我自己弄不来。”宣阿姨
直言。因为退休工资不高，她们还担

心患大病、重病，一旦要动手术，不仅
花费高，还得找别人签字。

年龄增大，晚年生活无人照料也
是独居老人的心头一患。买菜、做
饭、洗衣被、搞卫生，别看都是平常的
家务，但人一旦上了年纪，这些事就
会像包袱一样压得老人喘不过气
来。提及这个问题，宣阿姨显得比较
乐观：“活一天，算一天，以后的事，不
去考虑它。这么多人在关心我，我争
取好好活着。”虽说如此，宣阿姨也与
养弟一家保持着联系，有事总还得靠
亲戚帮忙。而对陈阿姨来说，女儿不
在身边，她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做到生活自理。为此，她打
太极、散步、旅游、保持心情愉快，把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缺乏精神慰藉，容易情绪低落，
这一点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特别明
显。精神上的愉悦是保持老年人健
康的最重要因素，因长期无人陪伴，
老人心里的孤独无助感油然而生。
有些老人很少出门，远离邻居，远离
社会，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时间一
长，难免出现各种心理疾病。

现实问题：

独居老人面临三大困境，高龄尤其突出

破解之道：

智慧系统赋能养老服务，志愿服务汇聚暖流

真实案例：

不得不习惯的孤单

66岁的陈阿姨住在文化路一
间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自
从老伴去世、女儿远嫁韩国后，她
已经一个人生活了14年。走进
陈阿姨的家，桌上地上一尘不染，
窗玻璃也擦得洁净明亮。环顾四
顾，一眼看到窗台上排着一溜儿
药瓶。“前两年患了房颤，去年又
得了脑梗，现在每个月都要去医
院配药吃。”陈阿姨解释道。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前，每
年暑假，女儿都会带着两个外孙，
坐 1个多小时的飞机来看望母
亲，陪她生活一段时间，让老人享
受儿孙绕膝的欢乐时光。从
2020年到现在，母女俩已经3年
没有见面，平时就靠微信交流，有
时也会视频聊天。

小外孙出生后，陈阿姨也去
韩国住了一段时间，吃的住的她
都习惯，但在那儿没有朋友，语言
不通，于是还是决定回老家住。
一个人的生活很有规律，陈阿姨
每天5点起床，先到城河公园打
太极，回家烧早饭、搞卫生，看会
儿电视，11点前吃午饭，然后睡午
觉，下午在老年宫和一帮朋友打
牌。晚饭很简单，把中午吃剩的
饭菜热一下，5点左右出门沿城河
公园走两圈，然后去育才路一棋

牌室看别人打牌，晚上8点前回
家睡觉。

陈阿姨以前很喜欢旅游，每
年都要出去玩几次，跟着老年团
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风景，将
一个人的日子也过得尽可能精
彩。今年7月，她还跟着旅游团
去了湖北恩施，但由于身体原因，
没有参加强度稍大的爬山活动。
随着年龄的增大，外出旅游的机
会将越来越少，让陈阿姨心里感
到特别可惜。

因为自小父母离异，陈阿姨
辗转在外婆家、父亲处生活，与母
亲和几个弟弟妹妹的关系都不太
亲，一直到现在都不太走动。以
前，陈阿姨还有几个老同事住在
附近，平时还可以约着散散步聊
聊天。后来同事们相继搬家，来
往的人就更加少了。目前，陈阿
姨和老伴的姐姐一家保持着联
系，有事时也会喊他们帮忙，但只
要自己能搞定的事，就尽可能不
去麻烦人家。

记者忍不住问陈阿姨平时有
没有觉得孤单。“那有什么办法
呀，要是身边还有个孩子就好了，
即使不住一块儿，也能时常见一
面吃个饭。”陈阿姨发出一声叹
息。

案例一：宣阿姨一生未婚，养父去世后独自生活了30年

案例二：陈阿姨老伴去世后女儿远嫁，已独自生活14年

志愿者进社区为老人开展服务

志愿者上门看望独居老人

志愿者上门为独居老人服务

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

志愿者走进社区为老人开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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