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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今年首家智慧化养老服务综合体

新报记者沉浸式体验智慧养老

截至 2023 年底，本市 60 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达到 340 万，占全市
常住人口总数的 24.9%。2022 年
以来，本市大力推动养老服务综合
体建设，共建成街镇级养老服务综
合体 180 个，在社区居家开展多样
化养老服务。

“今年我们打造 10 个智慧化
养老综合体、10 个认知障碍照护
专区，培训了 2200 名失能老人家
庭照护者，提前并超额完成民心工
程。”在 12 月 3 日海河传媒中心举
办的“向群众汇报——2024 委办
局长年终访谈”节目现场，市民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峰如是说。

东丽区金桥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是本市今年首家经过提升
改造，投入使用的智慧化养老服务
综合体。

金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占地面积 1200㎡，主体结构有三
层，共有 18 张托养床位，打造了智
慧接待、智慧评估、智慧健身康复
等十大智慧应用场景。

午休时间到。中午睡会儿觉，
一天都不困。起床后，吃另一片降
压药缬沙坦氨氯地平片。

下午，罗主任一般大家到活动
室玩一玩。活动室墙上有一句话，
挺有意思：让记忆的“橡皮擦”再

“慢”一点，墙上还贴着五种疗法：游
戏疗法、触觉疗法、记忆疗法、运动
疗法、娃娃疗法。

我最喜欢玩的还是思维训练和
摆火柴。比如摆火柴的要求是：一
个面朝东的房子，移动两根火柴，使

房子面朝西。罗主任说，前不久有
一个老人，玩摆火柴，玩了一个多小
时，特别投入。

在楼道的墙壁上，有“摸一摸”
和“敲一敲”，想一想它们是什么感
觉，听一听它们是什么声音，认知障
碍训练，真是无处不在啊。

下午玩儿累了，回屋里歇会儿，
晚餐就在屋里吃了，吃完晚餐，又去
看了会儿电视，晚上准时收听《话说
天津卫》。

愉快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一晃就到点了，该吃午饭。
有人在屋里吃饭，我更喜欢去

一楼的食堂吃饭，一边吃饭，还能通
过透明的玻璃，看着大厨做饭，这多
有意思。

菜单是每周更新的，就贴在餐
桌的一角。中午饭是红烧牛头肉、
宫保鸡丁、青椒豆皮、西红柿炒鸡
蛋，主食有米饭、馒头、包子、烧麦，
我吃的是米饭。听罗主任说，这个
食堂既供应老年人，也作为风愉园

的社区食堂，很多周边社区的人也
来吃饭，两荤一素 14 元、两荤两素
16元。有一对老两口儿，从食堂开
业就每天在这吃午饭，再点些吃的
带走，回家当晚饭，老两口真把这当
食堂了。

结账挺有意思的，直接扫脸就
可以了，可太简单了，饭费自动记录
在账。吃完饭后，能在三楼的活动
区，看了一会儿电视，是一个家庭情
感片。

早起忘记裤子在哪了，刷牙又忘记
了挤牙膏；这一天三顿，想吃得有花样，
主要还得放心；还得锻锻炼吧，得查查
体吧；上午要不学点嘛，下午要不玩点
嘛……“当我老了”，也许都会遇到这些
日常问题。

日前，本报记者“穿越”到30年后，
模拟一名年迈的老人，在金桥街养老服
务中心，用一天的时间，沉浸式体验“智
慧养老服务”。

▼6：30 起床

按呼叫能和护理通话

穿完上衣后，外面穿的裤子找不到
了，下床找又不方便，我随手按了床边的
智能呼叫器。护理员李姐问我有什么
事，我说：“裤子找不到了。”不到 10 秒
钟，李姐就把裤子递到了我的手上。

有事情一按智能呼叫器，护理员就
过来，很踏实。

屋里的智能设备还挺多的，墙上
有毫米波睡眠监控雷达，当人站立时，
如果弯腰系鞋带或者蹲下，超过 10 秒
钟，它就会报警；床上铺着防压疮智能
床垫、睡觉监测带，能监测呼吸、体动、
睡姿、全身压力情况，根据实时数据反
馈，帮我做出调整。

▼6:40 洗漱 7:30 早餐

牙膏挤好早餐也打回来了

下床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刷牙，李
姐已经帮我挤好了牙膏，她说，有时我总
忘记这个步骤。

洗手盆有扶手，能站得挺稳的。厕
所很宽敞，洗手盆、马桶、坐浴椅，间隔很
大，地上还铺了防滑垫。坐在马桶上，右
手边有扶手，左手边有报警器，防止意外
的发生。

李姐已经把早餐打来了，牛肉大葱馅
儿的包子、煮鸡蛋、小米粥和小咸菜，听着
广播里的早间新闻，美美地吃了一顿。

吃完早餐，在床上小憩一会儿，储备
体力，因为白天还有很多活动。

▼8:30 查房 9:00 学习

弹古筝跑调下次先学声乐

罗主任来查房了，大家都喜欢和她
聊会儿天，别看她刚30岁，可经验丰富，
有什么问题，她都能回答。

这里每周都有老年大学授课，今天
刚好是古筝课。

听，屋里传来了《沧海一声笑》的旋
律，社区来的老姐姐，看上去很专业。

开始上课了，老师教得很认真，我也
很投入，只是一弹起来，声音就跑偏了，看
来从小五音不全的毛病，到老了也没能
改。下次，我打算上声乐课，凑凑热闹。

▼10:30 康养监测

握个小机器就测了心电图

我更喜欢在二楼做康养监测、玩游
戏。握着一个小机器，就能把心电图测
了，挺神奇的。

要做认知训练了，罗主任打开按钮，
人站在机器前 3 米左右，机器开始进行
扫描和识别。

扫描结束后，游戏开始：小青蛙跳荷
叶。当你摇晃颈部，紫外线对准荷叶的
时候，让小青蛙起跳，它准确落在下一片
荷叶的时候，就算得分，不知不觉中，活
动了颈部神经。

有人始终不得要领，每次都不及格。
还有很多游戏呢，以后可以慢慢体

验，比如脊柱前屈训练，玩的是急速赛
车；脊柱左右侧屈，玩的是开心钓鱼。

养老服务综合体向“智慧化”迈
进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举措，
也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突破。

作为一名“岁数不小”，且腿
脚还比较灵活的老人，记者在养
老中心一天的生活体验还是挺开
心的，处处都能够感受到科技赋
能，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很接地气
的，对老年人身体调养和康复，有
很多益处。

新报记者 穆德旺

记者感受

时时感受科技
处处都接地气

智慧养老服务综合体的优势，
比普通养老服务综合体在服务内
容上有了更大的提升。

一是智能设备会根据老年人
身体状况自动生成照护方案，给护
理人员精细指引。二是老年人的
健康情况是实时监测的，出现突发
健康状况会及时报警，及时处理；
三是可以开通家属端，家属也可以
实时看到入住老人的活动轨迹。

老年人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是
在原有服务基础上进行深化和细
化，依托养老机构，提供有针对性
的康复服务。

老年人认知障碍照护专区的
康复服务是一种非药物疗法，通
过营造老人熟悉、感兴趣的场景，
激活他们的视觉、听觉、思维、行
为等各种感知，进行一些有针对
性的训练。对于轻症，可以及时
判断病情，开展治疗；对于重症，
可以有效延缓疾病进程；重点在
于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减轻家
庭的照护压力。

▼11:30 午餐 12:00 看电视

现场看大厨做饭直接刷脸结账

今年培训
2200名照护者

根据个体
照护方案自动生成

▼13:30 午休 15:00 训练 17:30 晚餐 21:00 休息

摸一摸敲一敲都是练认知

有事情就按智能呼叫器。 小游戏锻炼记忆力。

摸一摸、敲一敲、想一想、听一听，各种训练，让记忆的“橡皮擦”再“慢”一点。

课程还吸引社区其他老人来参加。正在测心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