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单元门口设置无障碍坡道、公共卫生间增加安全

扶手、智能手机配置加大字体、景区设立“助老岗”……改

造一小步，幸福养老一大步。从可观可感的“大变化”到细

枝末节的“小贴心”，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适老化改造，让

老年人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社区社区 ““微微””改造改出改造改出““大大””幸福幸福

走进长春市中环十一区，整洁的地砖、优美的绿化，让

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建成几十年的老小区。近年来，在街

道、社区的积极努力下，小区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并进行了多番升级改造，全面提升了小区环境，改善了居

民的居住条件。

“这几年，我们这里变化很大，以前破损的道路变得平

整安全了，绿化带里种上了花花草草，空地上搭起了凉亭、

安装了桌子和凳子，楼道里坏掉的扶手重新修理了，灯也

全换新的了……”今年71岁的小区居民李庆华告诉记者，

小区里的变化让老年人生活得更舒心了。

为了给居民营造更舒心的居住环境，龙兴社区借着全

市“旧城改造”的契机，对辖区内的小区进行走访，广泛收

集居民对社区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走访中，不少老年居民

提出想要增加小区休闲座椅、凉亭的“微心愿”。“我们小区

属于老旧散小区，离社区活动室有点远，楼宇之间的小广

场、绿地就成了老年人聚会的场所。但老年人用自家废旧

的座椅在广场、路边纳凉，既存在安全隐患，也影响环境美

观。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的时候，我们就提了这事儿，

社区很快给了回应，在老年人常聚集的空地安装了座椅、

修了凉亭，帮我们老年人解决了没处歇脚的难题。”李庆华

说，现在，凉亭成了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是老年居民休闲、

娱乐、聊天的好去处。

因地制宜的外部“微”改造让老小区的环境变得更“适

老”了，贴心的家庭改造服务也让老年居民心里笑开了花。

“防滑助浴椅可以坐在上面洗澡，脚下还有防滑垫，垫

子是橡胶的，洗澡的时候光着脚站上面也不冷不滑，挺安

全的。”每每说起家里的适老化改造，家住南关区永长路附

近、今年76岁的刘建军都笑容满面。老人虽然患有高血

压，但腿脚还好，日常生活可以自理。可是在前年冬天，他

在家中跌倒骨折后，导致腿部力量减弱，上下楼梯、上厕

所、淋浴都没以前方便了。“我们这房子还是好多年前的装

修，如今已经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了。”老人的家属表示，

老人平时起夜较频繁，起床比较吃力，洗澡时间长了脚站

不稳。正当一筹莫展时，社区网格长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

息。“社区帮我们申请了市民政部门的适老化改造服务项

目，工作人员过来对地面进行了防滑处理，在卫生间安装

上了坐便器扶手和洗澡椅，把拖鞋换成防滑拖鞋，连家里

的普通拐杖也换成了防跌倒的智能拐杖。别看只是一些

不占地方的小改造，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啊！”

同样的暖心行动也发生在南关区长源社区的其他贫

困、空巢老人家中。辖区老人景女士一直独自生活，儿女

都不在身边。现在年纪大了腿脚没以前好了，上下楼买

菜、弯腰换鞋或是洗澡都不太方便。鉴于此，社区特意向

市慈善总会为和景老有同样处境的老人们申请了智能拐

杖、爬楼购物车、防滑拖鞋等器材，改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

的难题和困境。送去物资的同时，工作人员还详细地为老

人们讲解了各种器材的使用方法，网格长也为他们发放了

居家安全宣传手册，为他们的居家生活安全提供保障。

楼栋门口的台阶旁增加了小坡道、坐便旁安装了可折

叠扶手、卫生间增加了淋浴椅、床边安上了护栏、房间有了

感应小夜灯……近年来，我省各地相继启动了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对空巢、家庭贫困等有需要的老年

人家里进行“微”改造。

“适老化改造不是普通的家庭装修，我们会进行前期的

走访、分析、评估，然后根据不同老人的居家环境和生活习

惯分类改造、量身定制。”一家承接了适老化公益改造服务

的第三方机构的工作人员刘悦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有

些老城区高龄老人家中是蹲厕，容易站立不稳或摔倒，我们

在征询老人和家属的意见后，把蹲厕改为马桶；有些瘫痪老

人家中的门槛多，坐轮椅的老人进出不方便，我们就会取下

门槛或者铺上铁板，消除高低差；还有些老人家中插座设置

不合理，线路混乱，容易发生火灾，我们也会重新调整。”在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坡度改造、助浴椅、安全扶手、护理床等

是目前被高龄老人及其家属“点赞”最多的项目。许多老人

都表示，有了这些小改变后，生活更方便、安全了。

出行出行 适老化生活服务持续升级适老化生活服务持续升级

扫码点餐、手机支付、网上预约……随着数字化技术、

智能化产品的广泛应用，人们在生活中享受到了许多便

捷，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却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是否享受到了适老化

改造和服务的便捷？记者对此展开了走访。

在长春市高新区一家面馆里，记者看到每张餐桌上都

有点餐二维码，但在接待老年顾客时，服务员也会提供周

到的服务。“面条软烂易消化，老年人常常来吃，他们基本

都不会扫码点餐，都是我们来操作。”餐厅经理李一民表

示，“考虑到老年人行动不便，餐厅还为附近小区提供送餐

服务，可以进微信群或是打电话点餐，会免费送上门，还可

以现金支付。”

在走访多家饭店后，记者发现虽然扫码点餐、手机支

付已基本普及，但是仍面向老年人提供菜单点餐、现金支

付或上门送餐等服务，方便老年人就餐。65岁的市民孟兆

原说：“以前我对于出去吃饭是有些畏难情绪的，不会用智

能手机也不知道怎么扫码点菜。后来逐渐发现社会对于

老年人的包容程度还是挺高的，服务员会耐心拿来菜单介

绍，有时找不开现金也会想办法去换零钱。”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买菜和购买生活用品也是日常

生活中的重要一环。“现在买东西还挺方便的，不会微信支

付可以给现金，唯一觉得不太方便的就是有时候买比较沉

的东西，自己拿回来有些费劲儿。”70岁的吴清娟坦言，“大

超市价格便宜一些，但是并不帮忙送；家门口的便利店和

老板商量一下有时可以帮忙送上楼，就是价格要贵一点。

希望更多超市可以提供送货服务，这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很有必要。”

开设老年人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多渠道挂号预

约、设置无障碍卫生间……为方便老年人就医，省内多家

医院都推出适老化服务举措，在各个环节持续改善老年人

就医体验。在吉大一院门诊部老年人专用挂号、结算窗

口，记者看到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可持有效证件挂号，分诊、

导诊岗也有专人帮助老年人进行手机端预约挂号。

“在挂号、缴费时有不明白的我们就问导诊，他们都会

帮忙解答，而且70岁以上老人采血系统自动优先叫号，不

用等很久。”带父亲前来复查的周女士表示，“近年来逐渐

感受到各大医院对于老年人的照顾和优待，很暖心。”

“年纪大了，前几年手机银行都不敢用，银行工作人员

手把手地教，现在我不仅能熟练查询账户了，连生活缴费

也都会用手机操作了。”一位正在吉林银行长春庆丰支行

办理业务的阿姨说。据了解，该银行以打造适老网点文化

为主题，围绕老龄群体服务需求，在设置常态化老年人绿

色通道、爱心窗口、爱心专座、无障碍坡道和大字版引导服

务标志设施的同时，还新增了封闭宠物寄存区、老年活动

室等特色便民区域，并提供一对一专门服务。

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数字技术的适老化改造，推

动老年群体融入互联网。京东、美团、淘宝、支付宝等多个

App都可设置为“老年模式”“长辈模式”，不仅将文字放大，

还可进行语音搜索，操作页面也更为简洁，便于老年人浏

览、购物。线上消费已经成为不少老年人的消费新体验，

66岁的周新民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女儿的帮助下已经学

会网购、社区团购和点外卖了，确实很方便，我们老年人也

要跟上新时代！”

游玩游玩 文旅场所文旅场所““适老化适老化””温情无处不在温情无处不在

如今，在旅游者的行列中，“银发族”成为十分活跃的

群体。既有丰富的夕阳红旅游线路可选择，也有一些老年

人结伴自由行。文旅场所“适老化”的不断推进，处处体现

温情。

8月16日，“秋老虎”给长春市民带来了较高的体感温

度，但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游客服务中心内，却是一派清

凉。有人在休息区乘凉，有人在租借讲解器，有人对丰富

的文创产品感兴趣。在咨询处为游客答疑的游客服务中

心主管臧雪静一直忙得停不下来，“姑娘，我不会在手机上

预约啊！你帮我弄一下？”“您好，65岁以上直接刷本人身

份证进入就可以了。”尽管在咨询处已经摆放了几个牌子，

写明了老人、儿童的入馆注意事项以及几个常见问题的解

答，但记者发现，仅10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六七位老人前来

询问类似问题。面对老年游客，工作人员用微笑、耐心的

解答，让他们感受吉林文旅人的温情。

据了解，从2019年初，伪满皇宫博物院的票务系统上

新后，智能化的预约、购票方式给游客带来了极大便捷。

微笑小程序上除正常购票外，还将未成年人免费票、残疾

人免费票、开具发票、预约讲解等功能醒目地标注。东北

沦陷史陈列馆和艺术宫的免费预约也在其中。游客只需

一两分钟的操作即可完成购票。然而，便捷的票务系统对

于一些操作智能手机有障碍的老年游客来说，依旧很难。

“我们保留了纸质票的老年售票窗口，65岁以上享受免票

优惠的老人直接持本人身份证在入口处刷一下即可，无须

手机预约。”臧雪静说，除了在购票环节充分考虑到了老年

游客的需求，游客服务中心还准备了轮椅、老花镜、热水

等，只要游客提出需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均会及时提供

帮助。

风景秀丽，环境整洁，长春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每年都会迎来大批老年人游园，呼吸爆表的负氧离子。65

周岁以上老人、离休老干部凭身份证、老年证、医保卡等有

效证件即可免费入园，逢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60周岁以

上老人也能凭身份证享受免费入园政策。在景区导游服

务窗口记者看到，这里设置了爱心志愿服务，免费提供租

借轮椅、拐杖服务。

“我是外地的，第一次到长春的净月潭，虽然我母亲坐

轮椅，但是卫生间还有景区里的一些设施，道路的平整度，

都挺方便的。”辽宁游客于鑫说。净月潭充分考虑到老年

人腿脚不太方便的特点，景区木栈道修建过程中，在保证

不破坏一棵树及保持特色的同时，尽量平整宽敞，坡度尽

可能降缓。针对考虑老年人不耐累的特点，近几年景区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增设观光车停靠站为游客提供休

憩的场所。

硬件服务贴心，软件服务暖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景区较大，考虑老年人身体状况的需要，景区还配备了

医疗设施及医务人员。此外，考虑老年人视力、听力下降

的特点，景区各类信息系统、标识系统文字尽量采用大号

字，便于观看。景区的观光车配了语音播报，便于老年人

及时掌握景区景点信息。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

“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开发适老化技术

和产品。”目前，我省以国家5A景区为代表的旅游景区针对老

年人普遍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人工服务，一些中小景区在软硬

件适老化方面仍有待加快脚步，让老年人游得更舒心。

适老化改造：让养老更舒心
本报记者 吴茗 马贺 于悦 韩玉红

05社会
电话：（0431）88600592 2023年9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 吕冬雪

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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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日趋老龄化，适老化改造已是大势所趋。在长春市，各

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正在融入社会生活，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迈出积极步伐。适老化改造

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老年群体有何感受？近

日，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长春市南湖公园允许老年人开电动车入园，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能“逛”公园了。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不少老年人表示，在大小商超购物时基本都可以使

用现金，但希望更多商家能提供送货服务。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区为老年游客准备了轮椅、雨伞

等物品。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多家商场都摆放了座椅，方便老年人休息。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第三方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正在为申请了适老化改造

的长源社区老年居民组装改造器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