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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来了年轻人 老年生活焕新颜

从家到小区的“养老”升级
在沈阳、长春的个别老旧社区里，来了一群年轻人。

他们一有时间就往社区里跑，有的去高龄、残疾老人的家
里，一边咨询老人需要什么帮助，一边记录老人在家中起
居不便的情况；有的在小区里闲逛，观察着小区里老人的
生活状态，平时是打牌还是跳舞，走出家门后在哪儿休息，
高龄老人有多少，哪些设施特别老旧……

如果在小区里碰到这样的年轻人，不要惊慌，他们只是
在为老人家中和小区内做适老化改造。

老旧小区的改造，近年越来越普及。从2020年开始，
政府先后出台《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和“十四
五”规划，要求加快老旧小区的改造，改善老人居家养老的
不便，在小区增加文娱、体育设备，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
所娱。

基础的适老化是基于过去的旧建筑没有考虑老人的
需求，现在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行动，对起居环境和生
活周边进行改造升级的过程。

深入地改造需要因需而设，根据每个老人的身体状
况、起居环境和小区环境，依照前期调研、中期设计、后期
施工三个步骤进行翻新。

长春和沈阳的这几个小区里，今年就迎来了一场这样
的转变。

精细化调研，丈量每一道门槛

去年3月，基于“十四五”规划中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的重视、《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等政
策的号召，龙湖公益基金会启动了“万年青”计划，这是一
个基于城镇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项目，从去年立项至
今，已经改造了几十个老旧小区。

改造中积累的经验，让“万年青”计划发展出园艺疗
养、富氧健身、休闲社交等模块，并配置34项人性化的适
老细节，以及孤寡、高龄、残疾等困难老人的居家环境适
老化改造，包括28项标准化产品。

有标准化产品的支持，并没有让改造人员觉得更轻
松。于海龙在长春工作，也是这次负责长春昆仑社区、安
顺社区、兰州社区和一心街社区四个社区适老化改造的
成员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接社区，在小区里走访、了
解老人家中的改造需求，这也是做适老化改造前重要的
前期准备。

待改造的四个社区，都是城建早、居住人群高度老龄
化的社区。比如昆仑社区中一半的小区建于1954年，在
小区里居住的8000人中，有近四分之一是60岁以上的老
人，其余三个小区，也均居住着至少两千多名老人。

于海龙和同事前去探访时，发现小区和老人家中的
居住条件都亟须改善。这些小区的设施老旧，健身器材
还是1998年的配置，小区里没有凉亭，没有长廊，老人们
搬着凳子在楼道门口晒太阳，在自搭的破旧棚子下打牌。

室内的居住环境存在更多的安全隐患。比如83岁的
独居老人，进门就要迈过一道20厘米高的门槛，这种高差
在屋内随时可见，老人容易摔跤；有的老人家中电线杂
乱，床上都是凌乱的电线板，容易发生触电事故。起夜不
便、卫生间地滑、独居老人家中没有对外求助的设备，更
是老人们在居住时常遇到的问题。

在室外，改造人员探访后，发现每个小区涉及的问题
也不一样。

李辉在沈阳参与两年的适老化改造，今年，他跟同事
完成了福陵社区、凌空六小区、重工新村小区及工人村一
社区等4个小区的适老化改造。

凌空六小区的改造面积有650平方米，小区里一半的
住户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一年前，沈阳当地政府已对
小区老龄住户完成室内适老化改造，还需进一步完善的
是室外的文娱场所。

开始改造时，李辉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花在调研上。他
每天跑去待改造的小区，观察小区里老人的生活状态、年龄
比例，哪些小区的高龄老人多，哪些小区的老人喜欢下棋。

不同小区里老人不同的生活习性，决定着改造方案
是装凉亭，还是多建一个广场舞用地。如果高龄老人多，
就要多建助力扶手，如果小孩多，还要考虑秋千、跷跷板
这些儿童游乐设施。每一户、每个小区的改造方案，都要
根据老人不同的生活习惯而调整。

在基于走访、调研了解的改造需
求外，于海龙和同事还会向社区提供
龙湖公益基金会基于适老化改造提
供的标准产品，包括马桶扶手、沐浴
椅、防滑垫、一键呼叫的安装等，让老
人选择需要改造的地方，尊重他们的
改造意愿。

目前，龙湖已经在长春的三个社
区发放了214把沐浴椅、284个防滑
垫，安装了174个助力扶手。

有些经过走访后，认定为需要改
装的服务，于海龙和同事会上门提供
改造。比如有些高龄老人家中还是
蹲厕，对年龄较大的老人很不友好，
容易站立不稳摔倒，他们会将蹲厕改
为马桶；有些瘫痪老人家中房内门槛
较多，坐轮椅的老人在家中难以自
理，他们会帮助消除高差；还有些老
人家中插座设置不合理，线路混乱，

容易发生火灾，他们会重新调整。
有的改造还包括更换地砖、维修

水管。在改装一位60岁独居老人的
家中时，他们发现老人家中卫生间非
常小，水管生锈、漏水严重，老人上厕
所、洗漱都无法在卫生间接水，只能
去厨房。他们决定帮老人修理水管、
改善卫生间的环境，不知情的老人还
准备付费，在得知是公益的适老化服
务，可以免费改装时，她一度激动地
流下眼泪。

室外的改造也需要深入研究。
在李辉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图中，改造
小区的健身器材也和普通器材不一
样，在观察到小区里有坐轮椅的老
人，李辉会设计在广场里安装一款

“波浪形平衡器”的设备，供坐轮椅的
老人坐着锻炼身体。

高龄老人久坐后起身困难，在高

龄老人多的小区，李辉会增加小区里
助力扶手的数量，将扶手不仅安装在
扶椅上，还安装在了座位前。适老化
的助力扶手，还能挂钥匙、水杯，放衣
服等。

在改造时，还要积极地和老人们
沟通。李辉说，改造凉亭时，他就听
到居民的反馈，“石凳太凉了”，沈阳
的冬天室外冷，凉石凳会影响老人在
室外逗留的时间。于是他们在每个
石椅上加做了一层防腐木坐垫，让老
人久坐也不会感觉身子冰凉。

做室内适老化改造时，李辉发现
老年人家中完成了初步适老化改造，
但是老年人反馈，晚上起夜不方便，
需要走到门口才能开灯，于是李辉加
大了夜灯采购量。

有些设计方案也会受到居民的
质疑，比如给休闲棚上安装一顶透
光的钢化玻璃，保证光照。有些老人
会质疑，“玻璃安装在屋顶有风险”，
李辉多次向老人们解释，这是一款
硬度大不易碎，且碎后成网状不掉锋
利碎片的玻璃，征得老人们的同意和
理解。

耐心倾听，每一个诉求都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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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小区改造后的图片，都被李
辉留在手机里，随时翻出来看看。

如果翻看小区前后的对比图，很
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原先，这是
一个黑乎乎、到处破损的大广场，休
闲棚的屋顶破了大块，一到下雨就漏
水。

改造完成后，李辉站在广场中心
拍了一段视频，黑色水泥砖被蓝色的
塑胶跑道代替，漏水的休闲棚变成带
玻璃罩的木质长廊，广场上陈旧的健
身器材也焕然一新，老人们不是在长
廊的凳子上晒着太阳，就在健身器材
上锻炼身体。

李辉的手机上也记录着另外三
个小区的蜕变，荒地变成健身的塑胶
跑道，小区里四处可见长椅、长凳和
焕然一新的健身器材。

现在李辉还会时不时到访改造
后的几个小区，每次过去，老人们都
会笑着叫他“帅哥或小伙”，老人们对
他惊喜地说，本来没对改造抱很大希
望，但是现在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地面整齐了，跳广场舞也不会被绊倒
了。室外能玩的地方变多了，小区的
颜色也变多了，面貌都不一样了。

改造后的变化也发生在长春近
300名高龄老人的家中。

“进门不用抬脚，屋内都是平地，
卫生间一进门有防滑垫，墙上是扶
手，洗澡有沐浴椅，床边有护栏，房里
有小夜灯……”室内的适老化改造完
成后，于海龙和同事去小区回访，老
人细数着改造后的变化，点赞最多的
就是小夜灯和扶手，“以后不用摸到
门口开灯，卫生间里加设了扶手，不
像以前使不上劲”“没有地面差了，坐
轮椅再也不费劲了”……

能帮助老人把居住环境改变得
更好，于海龙也觉得很欣慰，在调研
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独居老人也很
期盼有人关心和关注他们。这次改
造还只在室内，明年春夏，这些小区
的室外环境还会迎来新一轮改造，于
海龙说。

小区焕新颜，笑容挂心间

做适老化改造并不是容易、简单
的事。在改造中，有时还无法得到老
人的支持。老人是适老化改造的直
接受益人，可是做室内改造时，他们
往往担心给子女造成麻烦、或存在使
用适老化装备就是老年人的羞耻感
而拒绝改造。做室外改造时，他们又
或对改造认知不多、或对社区事务关
注不多而缺乏兴致。

多位专家表示，国内的适老化改
造还处在起步阶段。推进适老化改
造还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改造深度和
广度大，改造项目多；对老旧小区的
改造周期长，资金消耗大，没有积极
的回报机制，做适老化改造的第三方
机构少，主要由政府承担。

然而，适老化改造已迫在眉睫。
“老人独居”正在成为常态，数据

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
超过 3亿，正在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其中，9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在
家中养老。

关注和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
就是帮助老年人打造更舒适、更快乐
的老年生活。

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
意外跌倒是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因
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
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1
次跌倒，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家中。

改善家中的居住环境，预防老
年人摔倒是保护他们的第一步；改
善室外的文娱环境，加强对孤寡、高
龄老人的关照，更能缓解他们的孤
独、抑郁等情绪，关注他们的心理健
康。

关注这一代老人的适老化，也是
关照我们自己的老年生活。适老化
是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有责任的企
业正走在前行的路上。

2021年，龙湖就曾响应沈阳市政
府的号召，初步对三个老旧小区做过
适老化改造，为400户老人家中添置
了防撞条。今年龙湖在沈阳、长春的
改造力度，不仅在于对室内环境的改
造，还从保障老龄人的居住条件，升
级到改善老龄人的居住心情。

在东北地区，龙湖公益基金会也
一直在组织无偿献血、应急防疫物资
捐赠、帮助老旧小区防疫等公益活
动。

截至2022年11月底，龙湖“万年
青”计划已累计投入1.7亿元助力城
镇适老化改造，陆续在重庆、沈阳、上
海、苏州、烟台、赣州、长春等13个城
市近60个社区落地，受助老人超过
7.5万名。

长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龙湖
持续的适老化公益改造行动，把愿望
一点点变成现实。

助力老年人拥有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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