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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市建国门街道赵

家楼社区的老年居民来说，每月

8日是个值得期待的大日子：在
这一天的胡同空地上，一场“助

老市集”如期而至。

社区是养老的重要一环，许

多基础设施、基本服务能否“落

地”，与社区密切相关。日前，记

者来到赵家楼社区，感受“助老

市集”为社区老人带来的便利。

社区搭台袁汇聚助老力量

“助老市集”不大，却“五脏

俱全”。理发、缝纫、修自行车、测

血压血糖等生活服务，助听器、

保健药品、地方美食等商品销

售，金融理财、法律维权、旅游等

专业咨询……从头走到尾，老年

人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和需求都

被“一网打尽”。

看着市集一派热闹景象，赵

家楼社区党委书记金坤范乐开

了花。2018年，金坤范来到赵家
楼社区任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

任、社区服务站站长。一项项工

作，一次次走访，让她和社区里

的老人成了“老熟人”。

“很多老人不会网购，出门

也不方便，我们就想着办个市

集，把商品、服务送到家门口。”

金坤范说。

在赵家楼社区，60岁以上的
常住居民有 1972位，占社区常住
人口比例超过 30%，老龄化程度
较高，其中一些还有残障、失能

等特殊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的

“老龄化社区”还有很多。如何构

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成了社区工

作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赵家楼社区做的，就是“扩

大朋友圈”。“养老需要全社会的

力量加入进来，所有对老人有益

的，我们都欢迎！”金坤范说。

从 2022年起，赵家楼社区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助老志

愿服务。社会企业、事业单位、政府

部门等，都成了社区动员的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银行、地铁、

高校、物业公司……助老的队伍不

断壮大，如今已有 40多家。
社区搭起平台，将日常基层

服务中了解到的老年需求进行

汇总，志愿单位出资、出力、出点

子，优势互补、各显其能———

有的单位给失能老人家中

加装了扶手，有的单位提供智能

手机课堂一对一辅导，还有的单

位直接“认领”困难老人、定期电

话慰问……广受好评的每月“助

老市集”，正是社会企业参与社

区助老的代表成果。

对企业来说，参与社区助老

不仅能拓展业务合作空间，还履

行了“爱心助老”的社会责任。市

集上，记者与华润医药老干部服

务中心总监林乔攀谈起来，她已

经连续两年和同事一起到场参

与赵家楼社区的助老活动，“优

雅地老去不容易，社区的组织和

牵头很关键！”

老年参与袁点亮野银龄未来冶

除了五花八门的服务，市集

上活跃的“银龄志愿者”也吸引

了记者注意。

“不光是自行车，桌椅板凳、

窗户、水龙头，我都能修！”68岁
的于予英声音洪亮。

作为赵家楼社区 33年的老
居民，也是社区“帮把手公益服

务队”的队长，于师傅提起自己

的修车摊时很“得意”：“周边居

民都知道我，要是有事儿没来，

还总有人找。”

离修车摊不远，测血压血糖

的摊位前也围着不少人。78岁的
高育麟正给一位居民测量血压，

操作测量器械格外麻利。

“我退休前不是医生，但因

为经常在医院看病，熟悉一些血

压血糖测量的基本指标。”高阿

姨手里忙活着，还一边和来测量

的邻居聊着近况。这项志愿服务

她从刚退休做起，风雨无阻地坚

持了十余年。

像于师傅、高阿姨这样的

“银龄志愿者”，赵家楼社区还有

不少。2023年，社区正式成立“银
龄管家助老志愿队”，许多退休

居民自愿加入。每月“爱心一餐”

制作美食、入户探访高龄老人、

开展摄影等兴趣技能培训……

各类社区公益活动，都能见到他

们活跃的身影。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老年

人的社会参与有多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全球

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指南》指出，

建设老年友好城市要以促进“积

极老龄化”为

目标，而其核

心就在于老

年人的社会

参与。换句话

说，老年人不

应只是被关

怀、照料的对

象，还应该是

经济社会发

展的积极参

与者。互助养

老，让老年人

积极参与到

社会服务中，实现普通居民间的

相互帮扶与慰藉。

自 2003年起，全国老龄委持
续开展“银龄行动”，鼓励老年人

在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

下，以各种形式参与基层治理、

社会服务。截至今年 7 月，全国
参与“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总

人次已超 700万，受益群众 4亿
多人次。

在赵家楼社区，互助养老的

机制正在持续完善。金坤范和社

区工作者们期待通过拓展共建单

位、联动“一老一小”，继续丰富老

年互助的方式，并通过申报“银龄

未来”等志愿服务项目，把既有助

老实践总结提炼成长效经验。

旅居康养袁拓展野享老冶思路

在这次的“助老市集”上，中

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旅旅行”）的摊位是

个“新面孔”，不少老人好奇驻足，

了解旅行产品、咨询出游问题。

中旅旅行华北区域公司渠道

负责人赵大地向记者介绍：“下一

次，我们还希望把一些沉浸式体

验设备带进社区，比如站在里面

不用佩戴任何设备，就能身临其

境观看新疆、海南等地实时风光

的‘CAVE 空间’，让老人在家门
口体验旅游观光的乐趣。”

提起老年群体的旅游，赵大

地说：“现在很多健康老人、活力

老人，喜欢结伴出行。还有些老

人，行动没有那么方便，但精神

状态很好，只要有人陪护，也很

愿意出门旅游。”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康
养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 900 亿
元。旅居、度假等不再是年轻人的

“专利”，养老正逐渐向“享老”转

变。今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意见》，特别指出要从“老

年文体服务”“旅游服务业态”等

场景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

“老年友好”的“银发游”与

普通旅行相比有哪些特别之处？

赵大地介绍了中旅旅行的实践

经验———

从选定老年人喜欢的旅行

目的地、提供旅途前后“从家到

家”的接送服务、为老年客户定

制出行保险、配备全天应急热

线，到延长在景点的停留时间、

提供适合老年人口味与营养需

求的配餐、为旅行配备专业医护

团队……老年人出行的各种细

节都得到关注与优化，“享老”有

了更多保障。

“通过参与社区‘助老市集’，

我们希望能更了解老年人想要什

么。”赵大地告诉记者，“未来，我

们会推出更多‘银发游’线路供老

年人选择，满足他们包括交流、学

习、娱乐的更多需求。”

渊据叶人民日报海外版曳冤

汇聚多方力量袁提供优质服务
这个野助老市集冶不一般

从冬意渐浓的户外走进淄

博市张店区车站街道城南社区

的邻里中心，顿感暖意盎然。上

下四层、3000 余平方米的空间
里，医疗、养老、教育、健身、餐

饮、零售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

“这里的早餐、午餐品种多、

味道好、价格实惠，社区 60岁以
上老人还能打 9折、80岁以上老
人打 8.5折。”11月 26日，城南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晓楠

说，邻里中心还为社区 60岁以
上老人提供免费查体服务。

像城南社区邻里中心这样

满足“全龄化”需求的服务综合

体，仅场地运营、水电暖等就需

要一笔不小的费用，还需要提供

一部分公益服务。

“社区发展治理光靠财政投

入远远不够，要拓宽渠道，引导

更多社会力量、社会资金支持。”

淄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

员教育中心主任王志臣表示，淄

博成立社区发展基金，拓宽社区

治理服务的源头活水，“目前，全

市约 30%的社区已经谋划成立发
展基金，总盘子近 460万元。”

当前，不少城市社区面临一

个共性问题、现实难题：社区治

理服务资源、经费问题。去年以

来，淄博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设

立“社区发展基金”，由社区党组

织牵头，依托市慈善机构发起成

立社区基金，与市慈善总会等具

有公募资质的驻淄慈善组织签

订协议设立并进行管理，定向用

于接受社会各方反哺社区发展

的捐资捐助。

左手公益、右手市场，用市

场化思维运行社区公共空间，一

场“变形记”由此在淄博上演。

“我们社区有 80栋楼、居民 1
万多人，去年走访入户时了解到

大家的服务需求很多，有反映需

要家庭养老的、有想在家门口吃

上饭的、年轻人想要个健身房、学

生们需要自习室、‘宝妈’们想学

瑜伽学点手艺……”拿到居民的

需求清单后，王晓楠坦言“头都大

了”，“以往给群众代办个低保、跑

个腿、调解个矛盾什么的，我们社

区工作者很在行。但让我们教学

生画画、教瑜伽、开餐厅、搞专业

养老，还真办不了。”

淄博将视线投向了社区阵

地空间。王志臣告诉记者，目前

淄博 384 个城市社区已经普遍
拥有 500 平方米以上的阵地空
间，通过对空间和资源优化配

置，为引入便民服务提供了更多

可能。

以此为契机，淄博市委组织

部牵头，联合淄博市委社会工作

部和淄博市民政局，出台《关于

盘活社区公共资源推行“公益+
市场”治理服务模式的若干措

施》，在省内率先部署推行“公

益+市场”治理服务专项行动，充
分运用市场化机制和手段将社

区的公共资源有效盘活，明确睦

邻集市、社区微业、优质农产品

进城、党群阵地专业运营等 10
项举措，打通了市场资源、社会

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服务的通道。

“我们在原有的社区综合体

里引入了张店区人民医院、众福

养老等 10家常驻合伙人。社区
以低偿甚至是无偿的方式给合

伙人提供场地，合伙人承担综合

体水电费等日常费用，并以低价

薄利的形式向社区居民提供医

疗、康养、用餐等服务。”王晓楠

透露，合伙人在社区挣到钱后，

也愿意拿出一部分利润反哺社

区公益事业，目前城南社区发展

基金每月平均接收捐赠资金 2
万余元，“社区受惠人数超过

4000人，为社区内待业宝妈提供
了 20余个灵活就业岗位。”

城南社区的做法，在淄博并

非个例。淄博市临淄区闻韶街道

闻韶社区依托红色驿站，与中康

颐养、齐学汇教育、淄江家政等 11
家专业机构达成合作，推出 14个
服务项目，每年可为社区发展基

金注入 19万余元；淄博市周村区
丝绸路街道大世界社区办了 11
场睦邻集市，吸引企业超过 300
家，惠及群众 5000余人次，社区
发展基金也收获了 1万多元……

在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

王成栋看来，随着社区基金解决

了源头活水，“市场+公益”治理服
务模式在淄博逐渐推开。“社区抓

治理、搞服务已经呈现出了市场

主体、居民群众、社会组织、专业

力量都愿意参与的格局。”临淄区

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发伟说。

专业、便捷、实惠、放心，是

社区新型运营模式下群众的普

遍感受。“在社区里办托育中心，

离家近、接送方便，价格还低，我

们这些家长们非常放心。”临淄

区闻韶街道辛东社区居民毕女

士说。 渊据叶大众日报曳冤

众筹解野众愁冶袁淄博社区上演野变形记冶

赵家楼社区在前赵家楼胡同的户外区域举行
野助老市集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