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养老院”：带给老年人实实在在的幸福

一块蓝色大屏被分为四个模块，

实时数据应时生成。在西安市莲湖

区智慧养老信息管理平台主页面，12个

社区的148390名老人的档案、179家

养老机构、44个老年餐点、1715个老

年床位等数据一目了然。

6月29日8点30分，西安市莲湖

区“虚拟养老院”技术部经理胡伟走

进呼叫中心，与晚班同事交接后，便

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胡伟将电脑调至智慧养老床位

管理页面，显示预警信息总数51166

次，今日20次，昨日69次，并按照由

近到远的顺序，将老人们的具体预警

事由——红外探测预警、长时间未监

测到行动轨迹、烟感探测预警等内容

清晰罗列。

“虚拟养老院”没有床位，却能让

老人享受到养老服务。

“刘阿姨您好，最近身体咋样？设

备都好着吗？这几天天热了，要注意

防暑。”9点刚过，办公室里就响起了打

电话的声音。胡伟的同事李宁一边打

电话，一边在登记表上做标记。

每隔一两周，呼叫中心的工作人

员就会给莲湖区重点关注的老人打

电话，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从李宁

娴熟的语调来看，她已通过电话与不

少老人相熟了。

10点20分许，大屏幕上出现红

色警报信息，显示长时间未监测到一

位老人的行动轨迹。

胡伟告诉记者，一旦监测到预

警，呼叫中心会主动打电话与老人取

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就会找社区

网格员或老人家属上门查看。

经电话询问老人没事，胡伟猜测

是设备出了问题，由于离得不远，他

打算上门去看看。

87岁的刘宝珍是位独居老人，

由于听力不好、腿脚不便，很少出

门，平时只有孙女上门照顾。区政

府了解到她的情况后，为她家安装

了燃气、溢水、烟感报警器等全套智

慧感应设备。

“你看这里，我平时从这儿走过

去，就有个小红点闪一下，今天没有

小红点了。”老人指着安装在卧室门

槽上的活动感应器说。

活动感应器相当于给家中安装

了人身监测“WiFi”，老人不管移动到

家中哪个位置，感应器上的雷达都能

捕捉到信息。

“没电了，换个电池就可以。”不

大一会儿，胡伟就把设备恢复如初。

在刘奶奶家的卫生间，靠墙边装

着跌倒求助拉绳，老人有突发情况求

助，只要拉一下拉绳，呼叫中心就能

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此外，刘奶

奶的卧室里还有一张智慧床垫，能够

实时监测老人的呼吸、心率等生命体

征。这些设备终端都与莲湖区智慧

养老信息管理平台相连，一旦出现问

题，呼叫中心就会收到平台的自动预

警，能够提前防范危险。

除了智慧设备，“虚拟养老院”还

为刘奶奶提供上门家政服务，每隔两

三天上门一次。无论是蒸馍还是打

扫卫生、助浴等服务，在后台都能查

到具体的服务时间和方式。

“有了你们的服务，我孙女放心

多了。”临走时，刘奶奶不停地道谢。

返回“虚拟养老院”，记者看到有

老人上完康养课，正在线下体验室体

验康养项目。据了解，智慧课堂每周

上午安排有智慧养老、手工制作、安全

教育、养生防诈骗等科普教育课，下午

则安排有舞蹈、民乐、合唱等文体活

动，方便附近老人根据兴趣参加，以满

足老人的社交和学习需求。

11点10分许，记者在“虚拟养老

院”闻到阵阵饭香味，原来院里就有

一处莲湖区社区养老中央厨房。红

烧肉、糖醋里脊、黄焖鸡、木耳鸡胸

肉、西红柿炒蛋、包菜炒粉条……丰

富的午餐从这里被送到周围社区食

堂和老年移动餐车点，让老人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可口的午餐。

“老人吃饭有卡，打卡数据也

会在电脑上显示。”胡伟说，中心目

前正在全面升级面部识别系统，以

后即使老人忘记带饭卡，也不用回

去取了。

莲湖区“虚拟养老院”负责人赵

斌告诉记者，莲湖区“虚拟养老院”采

用“政府买单、机构运营”的模式，也

就是政府将场地免费租给企业，智慧

产品由财政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

发放给用户，智慧平台由企业运营，

因此场地里的小课堂和文体活动都

是免费的。

“市场化运营正在进一步摸索

中。”赵斌说，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

下，目前已有212家第三方服务商入

驻智慧平台，他们可以为入住老人提

供口腔检查、宠物洗澡、家政保洁等

市场化服务。相应的小程序也已经

调试到位，届时老人或家属只需通过

一个电话，就可享受到一键直达的上

门服务。

下午5点，随着一曲《在那遥远的

地方》演奏结束，老人们收拾好乐

器，三两成群走出民乐课堂。“希望有

更多老年人能像他们一样，安享幸福

老年生活，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

赵斌说。

外观时尚小巧的入耳式智能辅听器、感知

老人跌倒便可自动报警的智联护卫机、只需一

键预约便可享受上门护理的手机小程序……

6 月27日，由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卫健委联

合举办的全省智慧健康养老工作业务培训会在

西安举行。会议采取授课辅导、经验介绍、场景

观摩等方式，宣讲最新产业政策，分析行业发展

态势，共同分享智慧健康养老的创新经验和具

体做法。

“智慧养老”有效破解传统养老难题

“智慧健康养老通过为老人提供实时、快

捷、高效、物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借助综合

服务平台，将医疗服务、运营商、服务商、个人、

家庭连接起来，可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

的养老需求。”国家智慧健康养老联盟秘书长

吴昕说。

“新时代养老不仅需要解决老有所养问题，

还要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吴昕认为，推进

智慧养老，为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打开了许多

新空间，智慧健康养老依托科技设备和系统能

够解决传统养老无法解决的难题，提高服务质

量，是“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必要手段。

“我国老年人口约为世界老年人口的1/4，

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国家。”西安财经

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韦艳说，人口老龄化催生了

巨大的养老需求。而伴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

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正在为老年人带来更多

“尊严”，通过有效弥补养老服务缺口，让老年

人安享晚年有了更多精彩和可能。

“要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供需失衡现状，需推动养

老产业智慧化转型，实现养老供给智慧化升级。”韦艳表

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解决基础

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能够有效应对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在新发展阶

段，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养老”构筑养老产业新业态

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智慧助老”行动，推广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及服务，鼓励科技企业加强“老年关怀版”产品

研发，帮助老年人消除“数字鸿沟”，努力为老年人提供便

利服务。

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四级调研员康静介绍，近年来，

我省各地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升

服务品质。西安市莲湖区“虚拟养老院”为空巢老人、孤寡

老人、失能老人建立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就近就快安排服

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宝鸡市在全市搭建起“宝

鸡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对各类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整合，

形成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更大范围调度协同的城市养老云

场景，实现了“速度+精度+温度”的实时在线服务。咸阳

市探索出了“政府+企业”建平台、“公益+市场”强运营、

“线下+线上”优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时间银行”智慧互助

养老新模式。

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智慧健康养老试点示范单位

31个，总数位居全国前列。其中，福乐康养老中心已经走

出国门，与哈萨克斯坦客户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全乐养

老公司立足社区优势，细化服务项目，构建起了“15分钟

养老生活圈”；西安市莲湖区为234名空巢独居老人家庭

安装智能设备，为180名特困老人家庭安装燃气报警器，提供

居家上门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

“智慧养老”托起“最美夕阳红”

2019年以来，国家出台“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政策，

以有效解决高龄、失能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群众上门医疗护理

服务的难题。

西安燕尾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创建

燕尾帽护理上门服务平台，通过精准对接居家患者和老年

人群体的健康需求，以“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为出

院患者或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护理服

务，打通专业护理服务到家庭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公司

业务已辐射至北京、上海等7省市，平台下单老年人群占比

高达70%以上。

与西安燕尾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不同，富立叶微电子

公司近年来致力于家庭养老床位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旨

在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

“智慧养老分为两部分，一是智慧，二是养老。我们的

主旨就是以智慧化手段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让养老变

享老。”富立叶微电子公司董事长吴略说，家庭养老床位系

统解决方案通过信息化系统管理对居家重度失能老人进行

评估，完成床位签约，由专业机构完成适老化改造，相关机

构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综合居

家照护服务，帮助老年人更好安享晚年。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打造家庭养老床位、智慧助老餐

厅、虚拟养老院、互联网+护理服务、‘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

务等智慧养老场景建设，推动更多面向老年人的‘互联网+

护理’‘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开展老年健康医养结合远

程协同服务试点。同时，引进一批规模化、连锁化的养老服

务龙头企业，搭建一体化的医疗、健康、养老等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以智能化发展助力健康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有效提

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一级调研员刘宏岩说。

近年来，在国家养老政策的“感

召”下，大批“90后”“00后”年轻人纷

纷转换赛道，跻身“养老圈”。他们演

绎了青春的另一种可能，用年轻的

“新势力”，为养老行业注入“新活力”。

“初生牛犊”的创业陪诊师

2004年出生的鲁佳幸，是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专业的大一学生。她的另

一个身份则是“西安微笑陪诊”工作室

的合伙人，是一名新晋的“陪诊师”。

“希望您能认识我们，但永远用

不到我们。”这是“西安微笑陪诊”抖

音账号上的自我介绍，也是两个女大

学生的创业初心。鲁佳幸负责团队

管理和协调资源，另一位合伙人负

责视频拍摄和宣传。年仅19岁，专

业也不沾边，创业5个月，陪诊70余

人。鲁佳幸是目前西安陪诊市场里

年纪最小的陪诊师。在见到她之

前，记者对于这位小小年纪的“陪诊

师”不免有些疑虑。但通过交谈，记

者发现鲁佳幸的创业想法和专业思

维远超同龄人。

“我调研了西安的陪诊市场，发

现大多数的公司追求短期盈利，培训

学员以卖课为主，这个思维注定走不

远。”说这话时，鲁佳幸略显稚气的脸

上露出了坚毅的神情。对她来说，用

陪诊来盈利不是第一目标，服务好客

户才是第一位，赢得信任才能挖掘出

更多市场。

“陪诊对象大多数是老年人，子

女给父母买陪诊服务的多一些。”鲁

佳幸说，因为以服务老年人为主，所

以她们会在陪诊服务中加入一些小

心思。每次陪诊，她们都会背个“百

宝箱”，里面有备好的面包小食、消毒

巾、一次性手套、小马扎等。医嘱要

记得比患者还清楚，对异地来就诊的

老年人，鲁佳幸甚至还会充当“导游”

角色，在看病之余陪伴老人在西安逛

逛，调节下心情。

有人说，陪诊师充当着“临时家

人”的角色。但对于鲁佳幸来说，只

要这些老人需要，随时都可以把她当

成家人。

4月18日凌晨2点，下着大雨，鲁

佳幸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老奶奶急性

阑尾炎发作，儿女又不在身边。鲁佳

幸马上赶到老人家中，接老人到医院

做检查、打吊瓶，一直忙活到早上7点

多。等把老人安全送回家，一夜未眠

的她又赶回学校上课。

“跑腿的事谁都能干，但更重要

的是在陪诊中，帮助老人进行心理

建设和心理疏导。”这是鲁佳幸对于

“陪诊”这个职业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医院等待检查结果的时间，对于患

者来说是难熬的心理过程。而她要

做的，就是陪伴和开导，以缓解他们

的焦虑情绪。

“未来，我想做的不只是‘陪诊’，

而是进入‘养老健康’这个领域。”鲁佳

幸说，最近她正忙着参加养老创业交

流大会，参观西安顶尖的医养中心，一

边给自己“充电”，一边为自己想做的

“养老健康”事业打好基础。

“转换赛道”的上门康复治疗师

“我不练了，小伙子，你们走吧。”

80岁的失能老人刘国栋躺在床上，颤

抖着嘴角，使出全力挤出这句话。由

于括约肌肌力差，刘国栋在做腿部训

练时经常大小便失禁，这让他感到万

分难堪，失去了配合练习的信心。

“没事儿，这很正常。这说明您

用全力做了，您深呼吸，我们慢慢

来。”康复师胡博迪一边鼓励，一边抬

起刘国栋的左腿，往床边侧着轻轻放

下，并利落地收拾掉排泄物。

1999年出生的胡博迪，已经可以

熟练地帮助老人建立起康复信心。

他是陕西爱迩德养老服务公司的康

复治疗师，目前主要和团队一起针对

老年人做“上门医护”服务，结合理疗

和功能训练等方式，让老人尽可能在

科学专业的居家康复训练中提高生

活质量。

康复专业毕业的胡博迪，在西安

残联工作了两年。为什么放弃稳定

的工作，要“跳槽”到养老服务公司工

作？这其实是胡博迪深思熟虑后所

做的选择。

据省民政厅最新统计数据，按失

能老年人约占老年人口21.2%的比例

测算，我省约有170万失能老年人。

其中，重度失能老年人70余万、中度

和轻度失能老年人近100万。

“老年人普遍不重视康复治疗。

得了脑卒中的老人，急性发病后治

愈率高，一旦错失了最佳康复时间，

就很难恢复。”胡博迪在西安残联工

作期间，目睹了许多老年患者因忽

视康复训练而造成永久后遗症，成

为失能半失能老人，大大影响了晚年

生活质量。

但是做上门康复并不是一件易

事，胡博迪就曾被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攻击过，被自尊心强的老人赶走过，

然而更多的是不理解。

“小伙子，这些动作我做不了，你

也别折腾了，陪我聊半小时天就好

了。”通过相处，胡博迪发现老人们对

于康复的需求，远没有聊天来得强

烈。之后，他每次上门拜访时，都会

主动陪老人聊天以培养感情，甚至还

会帮老人干家务活。

“老人就像小孩一样，你陪他们

时间久了，他们就会相信你，听你的

话，积极完成康复训练。”胡博迪欣喜

地说，有位病患脑梗后3个月，因为

积极配合康复训练，从偏瘫到现在已

经可以慢慢行走了。

胡博迪一脸骄傲地说，只要能看

到病患康复起来，再辛苦也值了。和

老年人打交道，对胡博迪来说，更是

“互相治愈”的过程。

逐梦高校的养老护理职高生

19 岁的田子建刚刚结束今年

的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西

安文理学院”。这是他早已笃定的

目标，要在更好的高校深耕养老服

务专业。

中考失利后，田子建在咸阳卫生

职业学校读了3年护理专业。2022

年，西安文理学院新增了养老服务管

理专业，成为我省唯一设立养老服务

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这个消息让

田子建振奋不已，他下定决心拼一

把。1月份，他通过了陕西省职教单

招本科的专业课，现在就看高考这一

关了。

“我达到了去年西安文理学院养

老服务专业录取分数线，但感觉今年

分数线会上涨，心里很没底。”田子建

说，这两年国家关于养老人才的帮扶

政策频出，也让养老相关专业成了

“香饽饽”，竞争也更激烈了。

从3年护理专业的职高生涯，到

选报有养老服务专业的大学，田子建

对未来就业方向的转变源于家人的

需要。

2022年7月，田子建的奶奶摔倒

住院，由于疫情影响，奶奶住院三天

就得回家照料。在奶奶卧床期间，几

乎都是田子建在照看，他帮奶奶翻身

避免褥疮，端屎端尿，让父母都刮目

相看。但田子建却觉得，自己光有护

理知识是不够的，“养老”是门大学

问。除了老年护理，更要懂一些老年

康复、老年心理学、沟通技巧等。就

这样，田子建边看书边实践，奶奶的

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这让田子建感到

了极大的成就感，更是打开了“养老”

的新世界大门。

今年初，田子建从前几届毕业

的学长那里获悉，他们很大一部分

从临床护士转行到养老行业，就业

前景光明。

前有前辈探路，后有热爱做后

盾，这才让田子建下定决心报考养老

服务管理专业。不管结果如何，他的

方向都很明确——扎根养老业，他相

信自己有护理专业经验，将来毕业练

就双重专业技能，定能在养老行业发

挥自己的价值。

西安市莲湖区“虚拟养老院”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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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凡銆

“养老圈”新势力：为养老行业注入“新活力”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 实习记者 马尤翼 记者 满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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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正为老年人提供着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基于大数据云平台的
智慧养老，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及训练，实现了人工智能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从而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需求。智慧养老正在
以自身的独特优势，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