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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养老服务就是陪老人看书读
报、端茶倒水。现在越来越专业啦，疼痛
管理、营养调理、精神慰藉、陪诊就医……
有需求的还可以定制开发特色服务。”从
事养老行业15年的孙陈，亲历了太仓养
老服务发展的变化，在她看来，最大的特
点就是“越来越专业化”。

孙陈创办的苏州德颐善金仓养老产
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型养老服务社会
企业，现有员工800余名，其中专业社会
工作者160余人，养老护理员600余人。
该公司目前已承接80余个养老服务站
点，覆盖太仓8个乡镇，直接惠及50000
多名低中高龄老年人。

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向来是养老服务
工作的瓶颈。没有专业化的人才，哪来专
业化的服务？

作为政社互动的发源地，太仓从
2008年起就开始探索基层治理模式改革，

催生了老年社会工作等12个社会工作业
态的创新发展，专业化社会服务力量成为
太仓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的“核心资源”。

通过出台养老人才组织“三奖励、三
补贴”政策、举办养老社会工作实训基地
培训、全省首创“养老护理员节”、成立“养
老护理员关爱基金”等一套“组合拳”，太
仓构建起“养老实务人才、养老骨干人才、
养老领军人才”三级养老人才梯队。

为了给养老人才“充电赋能”，太仓还
与华东理工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建立

“校地合作”机制，与智库养老研究院等机
构合作成立“太仓养老学堂”研学品牌，促
成高水平人才交流30余次，开展各类高
级管理培训1000余人次。

截至目前，太仓累计培育引入30多
家养老组织企业，200 多名老年社工、
1500多名养老护理员。

专业人才带来专业化的服务。据统

计，太仓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运营
率、日间照料中心社会力量运营率、养老
服务评价考评专业机构承接率均为100%。

来自市场的力量，与政府养老服务相
互补益。同时，太仓也找到一条养老事业
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在“银发浪
潮”里发展起“银发经济”。

太仓创新完成“颐养金仓”县域养老
品牌商标注册，开发“爱爸妈优选”购物小
程序，连续四年举办“99孝老购物节”，养
老数币消费场景覆盖率达100%，同时发
掘太仓地方产业特色优势，明确生物医
药、康复辅具、品质康养、现代文旅四大康
养产业模式。

“我们将持续立足‘长寿时代’新需
求，聚焦‘幸福养老’新目标，持续做深县
域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太仓实践，擦亮‘颐
养金仓·幸福享老’的县域养老品牌。”张
跃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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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

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

幸福城市，这是许多人对于太

仓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很大程

度来源于这座城市的老年人们。

在太仓老去是什么感觉？太仓

市老年大学里，包建英、包建华、包

建春三姐妹一起弹奏着中阮，在悠

扬的乐声中怡然自得：“年轻时候的

梦想，现在实现了。”

“幸福享老”的太仓模样正成为

面向全国推广的示范样本。

不久前，民政部老龄工作联系

点座谈会、县域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示范培训班相继在太仓召开，

面向全国介绍县域老龄工作创新发

展和基本养老服务的太仓实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富先

老的太仓，用近40年的时间解题“养

老难”，为“中国式养老”提供了一份

县域答卷。这份答卷的“阅卷人”是

近 17 万太仓老年群体，“评分标准”

是每个人切身体验的幸福感。

作为长三角首个富裕型“长寿之乡”，
太仓富得早，也老得早。

“1985 年太仓就步入轻度老龄化，
2016年迈入重度。截至2023年底，户籍老
年人口已达16.97万，老龄化率31.27%。”回
顾太仓养老工作的发展历程，太仓市民政局
局长张跃忠坦言，其他地区没遇到过的“老”
问题，倒逼着太仓人先行先试，在苏州乃至
全省尝了不少的“新”办法：

在省内首次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需
求评估，全省首创困难“二无老人”救助；
在全省率先成立县级养老行业协会；打造
省内首个老年人零工驿站……

近40年时间里，太仓依次走过兜底
保障—基本发展—普惠服务—优享全域
不同阶段，围绕“为谁做”“谁来做”“怎么
做”“做什么”，把养老服务工作一步步向
前推进。

“为谁做”的范围越来越广了：从单一
的孤寡老人到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
与面向全体老年人并举。

“谁来做”的主体越来越多元：从政府
主导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支持和
市场调节共同作用。

“做什么”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从物
质帮助和照护服务向物质帮助、照护服
务、关爱服务和增能支持四大类发展。

“怎么做”的方式越来越多样了：从机
构为主到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
相融合、文化互助为特色、数智科技赋能，
打造“全龄全域全周期”的县域养老服务。

做法的优化，其实是源于想法的升
级。多年来，太仓对“养老”概念的认知和
理解一直在更新。

“当下的老年人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
前的老人，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太仓市民
政局副局长顾群丰说，通过调研摸排发现，
新的“银发一族”，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老有
所养”，还要“老有所享”“老有所为”。

如今，在太仓的政府部门、养老协会、
社会组织、老年大学里，越来越多地用“享
老”来代替“养老”。

在科教新城综合为老服务中心，62
岁的庄建琴给记者算起了账，油面筋塞
肉、洋葱肉丝、青椒土豆丝外加一碗榨菜
蛋汤，只需支付12元。除了吃饭之外，每
月30元就可以享受认知症照护、中医养
生、助医陪诊等服务，“出门几分钟就能
到，各种服务应有尽有，舒心！”

几十年的持续深耕，太仓不仅形成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更总结出了标准化
的方法论。

在省内率先出台养老服务工作标准、
养老服务考评办法等文件制度，形成1份
清单、2项规划、3个标准、N个意见方案
的“1+2+3+N”政策体系。同时，创新“清
单+标准+监测”基本养老服务运行机制，
形成“清单+标准”“评估+顾问”“智慧+监
管”“治理+融合”现代化运行机制。

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看来：“太仓是苏州市、江苏省基本养老服
务工作的典型案例，也是全国基本养老服
务工作可借鉴、可推广的示范样本。”

“乡亲们聚在一起聊天，中午还在这
里一起吃饭，生活有意思了很多。”沙溪镇
松南村的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里，村民沈
凤良和乡亲们一起下象棋、话家常，好不
热闹。

不同的老人有共性的需求，也有个性
化的诉求，农村老人和城市老人的需求往
往不同，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需求也不
尽相同。

近17万太仓老年人，是一个大群体，
更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

一个群体需要的是普惠性的100%
兜底。

210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站、助
餐点），村（社区）覆盖率超120%；三级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城乡全覆盖，月服务
近3万人，年服务100多万小时，实现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全覆盖；7家市镇老年大
学，三级老年学校全覆盖。

围绕家庭、社区、机构“三个场域”，太
仓不断丰富身边、桌边、床边、手边、周边

的“五边形”养老模式，实现5分钟居家养
老、10分钟社区养老、15分钟机构照护精
准触达。截至目前，“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站）+配套养老用
房”的15分钟养老圈日服务近1万人次。

一个个不同的个体需要的可能是“万
里挑一”的差异性。

先摸清需求——2023年，太仓率先
探索“综合评估+银发顾问”机制，建成50
家能力评估室（银发顾问室），培训130名
能力评估师（银发顾问），为万名老年人开
展能力评估、顾问服务，找准老年人的个
性化需求。

再因需施策——太仓凝聚政府、村
居、三级社工站、养老组织机构、慈善力量
五方资源，提供多元化服务。

在乡村，太仓率先实施农村养老机构
新建工程，建成11家养老机构，实现镇级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打造农村老
年沙龙、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农村老年
公益性岗位。

在社区，建设160多家社区老年助餐
点，“中央厨房+村社区助餐点+小区老年
餐桌”的“颐养金仓·幸福餐桌”覆盖城乡，
日助餐1300余人；小区“银发驿站”462
家全部挂牌；在全省率先建设老年认知症
友好社区，建成 10 家友好社区、开展
4400人次风险筛查。

在家门里，完成高龄空巢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5000余户，完成智能水表、烟
感安装2500多户；陪诊就医、疼痛管理、助
餐助浴等特色特需服务持续创新；建立30
张家庭养老床位，举办首期3场失能老年人
家庭成员照护培训，覆盖家庭100余户。

在机构里，打造“护理院+护理病区+
护理站”多层次机构医养结合模式，因地
制宜建设特困供养、失能照护、认知照护、
高龄照护四个专区，护理型床位占比
100%。目前完成4家养老机构智慧化建
设；在建金仓湖康养中心、中德创新城医
养中心、浏河新塘康养中心3家中高端康
养机构，预计新增床位15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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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0、1500 ，专业力量带来专业服务

“17万”+“1”，关注一群人也关注一个人

40年，追问“老”问题的“新”解法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