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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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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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新区一栋灰白色小楼里，每

天中午飘出的饭香吸引着六七十位老人

准时赴约。这个兼具助老餐厅与养老服

务中心功能的建筑，正以“嵌入式”创新

实践重新定义社区养老空间。近日，记

者实地探访长春新区首家社区嵌入式养

老机构，解析居家养老困局的破题之道。

今年2月 8日成立的超越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作为长春新区首个社区

综合嵌入式养老样本，配置12张护理床

位，集日间照料、康复理疗等五大功能于

一体。这座公办民营的微型养老机构通

过一站式智慧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服务

融合，开创了“养老不离家”“离家不离社

区”的新型养老模式。

“嵌入式养老的核心在于小型化、专

业化、多功能。”负责运营养老中心的吉

林省康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理张志国

介绍，这种模式既能提供专业照护服务，

又能让老人保留熟悉的生活环境。我省

2023年出台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建设

标准明确指出，要破解居家养老基础性

难题，补齐设施短板。超越社区的实践

正是政策落地的先行试点。

破题路径一破题路径一

家门口的家门口的““养老日托班养老日托班””

“入住协议明确可以随时回家，子女

也能随时探望，这消除了老人的心理负

担。”在二楼活动室，67岁的张叔边健身边

讲述体验感受。作为首批入住者，他特别

满意这种“弹性养老”模式——周末想外

孙女时回家团聚，工作日享受专业照护，

实现了传统养老院难以企及的自由度。

这种“随住随走”的灵活性精准契合

阶段性需求。沈叔有多种基础病，儿子最

近工作忙，不放心老人白天自己在家，就

把父亲送到了这个家门口的托养机构。

76岁的付叔从远郊养老院转来后，女儿探

望频率从每月1次提升到每周2—3次。

女儿说，下班路过就来看看，老人开心，自

己也放心。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源远

流长，深厚的家庭情感使得老人不愿踏

入养老院，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而

“嵌入式”设计打破了传统养老院的封闭

性——可日间托付，也可短期托养，如同

养老版的“日托班”。中心数据显示，现

有几位签约老人均选择3个月短期照护，

日费80元、月费 3000—3500元的定价，

既满足术后康复等特殊需求，又缓解了

子女临时照护压力。

破题路径二破题路径二

居家养老的居家养老的““隐形翅膀隐形翅膀””

嵌入式养老，关键是找到服务的“嵌

入点”，因地制宜开展助老服务。在超

越社区，养老中心通过线上线下融合，

以政府购买和社会化订单式服务，解决

居家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

在飞跃街道王建国（化名）家中，助

老员刘淑华正进行深度清洁服务。这位

独居老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每

月享受包括助洁、助浴等在内的定制服

务。“就像多了个女儿。”王叔如此评价

上门服务。在辐射范围内，更多的社会

化上门服务需求为居家养老提供了有力

支撑。

中心构建的“护工+家政+资源链

接”网络，形成覆盖助行助浴助洁等 23

项需求的居家服务体系。通过链接生

活服务商等多方资源，打造出“15分钟

响应圈”。工作人员展示的服务台账

显示，开业以来累计提供上门服务 180

余次，其中生活照料类项目占比较大。

破题路径三破题路径三

科技赋能的科技赋能的““智慧守护智慧守护””

在沈叔房间，智能安防系统织就无

形防护网：拉绳报警器、跌倒监测装置

与智慧平台实时联动，全天候守护着这

位患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护理站电子屏

上，21种药物的服用时间精确到分钟，

护士送药前需双重核对。

“智能爬楼机解决了垂直交通难

题。”张志国现场演示设备时强调，科技

手段正在突破物理限制。养老中心智慧

养老平台已成功预警多起居家险情，包

括突发疾病和安全隐患。大屏幕上，服

务数据实时更新，实现从需求对接到质

量监管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模式创新获好评，运营方坦言面临

多重挑战。“12张床位难以形成规模效

应，必须拓展多元营收。”作为运营企业

负责人，张志国透露养老中心规模较

小，投资成本相对较低，但养老行业盈

利难度大，嵌入式机构难获医保定点资

质、没法用长护险结算等问题制约着服

务深化。值得期待的是，《吉林省综合

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

准》明确提出，到 2025年全省街道乡镇

嵌入式机构覆盖率将达 60%，政策破冰

已现曙光。

专家声音：
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韩佳均基于其长期养老领域研究提

出，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发展既是应

对人口结构挑战的必然路径，更是构

建“15 分钟养老服务圈”的核心支撑。

要系统性推进该类机构发展，需要从

制度设计、流程优化、资源整合三个维

度突破：通过将嵌入式机构逐步纳入

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单位，创新“机构护

理+居家护理”的复合报销模式；通过

政策补贴保障基础服务供给、市场化

增值服务提升营利能力、技术赋能降

低运营成本，构建“公益属性与市场机

制共生”的可持续模式。其本质在于

形成政府引导资源配置、社会力量参

与服务供给、市场机制优化运营效率

的协同体系，借助精准服务分层实现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这一路

径既可通过差异化服务将老龄化压力

转化为银发经济动能，又能依托透明

化质量监管确保服务质量，最终打造

“政策精准化—服务专业化—运营长

效化”的嵌入式养老生态圈。

在我国“9073”（90%居家养老，7%依

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养老格

局下，超越社区的实践具有样本意义。

其通过空间就近化破解情感隔离，服务

多元化填补需求断层，智慧化升级保障

安全底线，为居家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

解决方案。随着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项

目陆续落地，这种“微机构、强辐射”模

式正在长春形成涟漪效应。养老变革或

许难求速胜，但每一步创新都在重写

“老有所养”的时代注脚。

“居家养老”有了新样本
——探访长春新区首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吴茗

本报讯（记者韩玉红）近日，珲春市摄影家协会

与和龙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场联谊采风活

动。两地摄影爱好者齐聚和龙市八家子镇南沟村，

共同用镜头捕捉大自然馈赠的美景——金达莱花

海。

南沟村的金达莱花海，宛如一幅被春风精心绘

制的绝美画卷，在天地间徐徐铺展。金达莱花扎根

于松软的土地，依山势绵延起伏，从山脚一直开到

山巅。

活动当日，微微薄雾为金达莱花海增添了梦幻

色彩。漫山遍野的花朵竞相绽放，连绵起伏的花海

犹如一片翻涌的粉色海洋，微风拂过，花朵轻轻摇

曳，花枝相互摩挲，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演奏一

曲春日的赞歌。

空气中，弥漫着金达莱花淡雅的芬芳，丝丝缕

缕沁人心脾。如此盛景，瞬间点燃了摄影师们的创

作热情，他们纷纷架起相机，调整角度，快门声此起

彼伏，金达莱娇艳欲滴的细腻模样，都被摄影师们一

一定格。

此次活动中，大家还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为整

个活动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情。色彩斑斓的朝鲜族

服饰在金达莱花海的映衬下格外夺目，摄影师们穿

梭其中，仿佛成了画中的一部分。大家在花海中载

歌载舞，饱含着对这片土地、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共赴“花海之约”

日前，由新时代文明实践红石榴联合会组织的“文艺倡新风”惠民

演出火热开场。十多支文艺队伍、文化团体齐聚一堂，用传统艺术的魅

力传递移风易俗理念，为居民们带来一场既有文化底蕴又接地气的视

听盛宴。

宣讲员登台，一段《新风赞》朗诵，讲述“婚事新办少铺张，厚养薄葬

孝为先”的道理，朗诵既传统又有新意，引得台下孩子们听得入神，老人

们也频频点头。社区舞蹈队身着传统服饰，以欢快的秧歌舞步展现“勤

俭节约好风尚”，演员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演出间

隙，新时代文明实践红石榴联合会还设置了群众互动环节，通过知识问

答，抢答竞赛方式与群众展开互动。“哪位孩子讲讲孝敬老人的故事？”

“婚丧嫁娶有哪些习俗？”“文明新风有哪些？”居民们纷纷举手抢答，现

场气氛热烈。“以前觉得大操大办才有面子，现在听了宣讲，才明白把钱

花在改善生活上更实在！”居民李阿姨笑着分享自己的感悟。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旗袍秀、民族舞蹈、腰鼓、说唱等传统文化和非

遗项目。市民们切身感受了传统文化魅力，家长们带着孩子在一旁学

习移风易俗知识。“这种形式太好了，既让孩子了解传统文化，又能让我

们学习新风尚！”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的王先生赞不绝口。

新时代文明实践红石榴联合会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以“文艺搭

台、文明唱戏”的方式，将移风易俗理念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中，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新风拂面暖边城
冀全超 朱景海 本报记者 吴茗

蛟河市白石山镇友好村的樱桃大棚内，

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此时正缀满枝头，丰收

的喜悦扑面而来。村民们正穿梭在果树间，

忙着挑选、采摘果实，大棚经营者张根一面带

笑容。

张根一向记者介绍，采摘园已于4月20

日开园。在樱桃生长期间，大棚内重新更换

了喷灌设备，这使得今年樱桃的品质更上一

层楼。“樱桃开园时，我们在抖音上发布了宣

传作品，最近陆续有游客前来采摘。希望今

年的樱桃能继续受到大家喜爱。未来，我们

还会积极提高樱桃种植培育技术，让樱桃更

香甜，带动村集体增收，让村民生活更幸福。”

2024年，张根一的樱桃采摘园收益近27

万元，他的成功为友好村的发展提供了新思

路。

友好村的大樱桃作为白石山镇产业发展

的新晋“明星”，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

特点也被白石山镇政府敏锐捕捉。鉴于大樱

桃采摘市场供不应求，且种植收益期长，2024

年，白石山镇政府与蛟河市农业农村局等部

门沟通协作，积极争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经多方考察，在友好村小学场地采用村企合

作的经营模式，建成一栋2500多平方米的温

室大棚。该大棚作为村集体固定资产对外发

包，100棵六龄樱桃树“入住新家”。目前，樱

桃树枝繁叶茂，果实已微微泛红。2025年，

该大棚可带来固定收益15万元，预计2026年

正式投入运营。这一项目不仅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还激发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为乡

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友好村的大

樱桃种植也为贫困户拓宽了务工渠道，预计

将直接创造50个就业岗位。

曾经的传统农业村友好村将实现华丽蜕变，成为“四季有果、三产

融合”的乡村振兴样板。友好村计划再新建四栋樱桃大棚，与现有的樱

桃采摘园连片，形成集中采摘区。同时，依托周边山林资源和引泉特色

酒厂，打造集旅游、住宿、餐饮、娱乐、亲子自然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天

然氧吧，让村民在“四季有果”的田园美景中，捧稳“产业饭碗”、充实“钱

袋子”，走出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同频共振的乡村振兴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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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茗）“饭菜可口又热乎，感谢社区的关心！”长春市永

昌街道牡丹园社区的王阿姨端着餐盒笑得合不拢嘴。近日，永昌街道

链接的长春市民政局第五届福彩公益金创投项目“养老助餐，暖心暖

胃”，在义和社区和牡丹园社区落地实施，受到居民广泛好评。

该项目由长春市星寿养老居家服务中心执行，每周二至周四为辖

区内50名60—79岁的空巢、独居、残疾及特扶家庭老人提供午餐服务，

将持续至6月5日。餐食采用社区集中领取与志愿者上门送餐相结合

的方式配送，菜品注重营养均衡、软烂适口，既符合老年人口味又满足

健康需求。义和社区李大哥感慨：“这个项目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

忧，为老年人服务就是在为子女分忧。”

永昌街道地处老城区，域内人口老龄化严重，街道通过建设敬老餐

厅、养老驿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多元化养老阵地，持续激活社区养

老服务内生动力。同时整合福彩公益金、公益创投项目及慈善基金等

资源，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内涵。

为老年人幸福“加码”

近日,镇赉县人民法院莫莫格人民法庭联合镇赉县公安局、司法
局和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部门借助农村集市，开展以

“保护湿地资源·爱护生态环境·共创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普法活动。
他们通过典型案例宣讲、现场法律咨询等形式，向群众传递生态保护
法治理念。 徐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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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市八家子镇南沟村的金达莱花海。 刘佰玲 摄

为让老年人过上有品质的晚年生活，长春新区试水嵌入式养老服务新模式。

本报记者 吴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