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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如何才能更接地气
业内人士：做好线下让老人更认可，实现闭环服务是关键

为进一步维护辖区建筑物外立

面整洁美观，努力打造环境优美、整

洁有序的辖区环境，近日，济南市市

中区六里山街道城管委依托“城管进

社区”工作联合六里山南路社区开展

小区楼体外立面清理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对小区楼体外立

面乱涂乱画、肆意张贴小广告及墙皮

破损脱落等现象进行清理，针对墙皮

脱落情况，工作人员将脱落处修整齐

平并修补后进行统一粉刷，彻底改善

小区楼体外立面脏乱现象，消除视觉

污染，提升小区整体环境面貌。

下一步，城管委将加大辖区楼宇

外立面整洁巡查监管工作，不定期开

展“回头看”，不断提高辖区精细化管

理水平。 (吴任重)

六里山：城管进社区，

开展小区楼体外立面清理活动

开展寄递物流业检查

近日，昌邑市禁毒大队组织
民警对辖区各物流寄递业网点的
登记台账、实名寄收情况、货物验
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发放明白纸、告知书，并要求寄递
业负责人严格执行寄递物流业三
个100%要求，对可疑邮件、快件
要重点查验，发现藏匿运输涉毒
嫌疑的，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张丽

拒绝毒品从娃娃抓起
5月30日，坊子区禁毒大队以

坊子区庆祝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
为契机开展“当六一遇上《禁毒
法》，拒绝毒品从娃娃抓起！”为主
题禁毒宣传活动。禁毒民警提前
到活动现场为家长和学生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面对面讲解禁毒知识，收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李伟

根据明村至董家口公路工程施工需要，对S16荣潍高速石埠立交至明村立交段进行封
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现将与施工相关道路封闭信息公布如下：

自2023年6月12日9时至2023年6月12日10时，对S16荣潍高速石埠立交至明村立交进
行封闭演练，2023年6月13日8时起至2023年6月15日8时，正式对S16荣潍高速石埠立交至
明村立交进行封闭拆桥施工。届时，S16荣潍高速石埠立交去往荣成方向的主线、匝道全部
封闭；S16荣潍高速明村立交去往潍坊方向的主线、匝道全部封闭；S21新潍高速明村西立
交莱州至荣成方向匝道、潍坊至莱州方向、荣成至莱州方向全部封闭。S16荣潍高速由潍坊
至荣成方向行驶车辆可从石埠收费站出站绕G308国道行至明村收费站进入高速；S16荣潍
高速由荣成至潍坊方向行驶车辆可从明村收费站出站绕G308国道行至石埠收费站进入高
速；S16荣潍高速由潍坊至莱州方向行驶车辆可从石埠收费站出站绕G308国道行至明村收
费站进入高速经门村枢纽绕行G2011青新高速前往莱州；S16荣潍高速由荣成至莱州方向
行驶车辆，可提前经门村立交经G2011青新高速前往莱州；S21新潍高速由莱州至荣成方向
行驶车辆，可提前经郭家埠枢纽立交经G2011青新高速前往荣成；道路封闭期间涌泉立交
至石埠立交段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所有车型限速80公里/小时。

建议G20青银高速转S16荣潍高速荣成方向车辆、S16荣潍高速荣成方向车辆合理安排
绕行路线。

特此公告。

明村西枢纽立交跨线桥拆除施工公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服务电话

济南新闻视频事业中心：85196729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3871
健康新闻事业中心：85193857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318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事业部：85196380
文旅新闻事业中心：85196137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果然视频新闻中心：82625465
大数据中心：85196418
数字营销事业部：82625458
新媒体产品营销中心：82625456
战略合作事业中心：82625446
音频事业部：85193623
智库产品运营部：85196280
品牌运营中心：82625474
用户运营中心：85193700
齐鲁志愿服务中心：851930412

文/片 记者 王杰

2800余位独居老人使用
已开展45例紧急救助

“我们是亲情e联平台，您家的
设备情况怎么样？身体如何？”6日
上午，济南市历下区创益园“亲情e
联”养老项目服务大厅里一片忙
碌，4位工作人员正开展着“主动关
爱”服务，电话回访老年人用户。

大厅中央大屏实时显示着“亲
情e联”用户状况——— 紧急联络：当
日5次，当月44次；红外报警：当日21
次，当月251次；主动电话：当日113
次，当月934次……

“地图上一个个小星星是坐
标，每一个坐标代表着一位独居老
人。”工作人员王含说，“老人的身
份信息及其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
式、老人的健康状况、基础疾病史
等等，都导入进来了。”

“项目主要服务独居老人、孤
寡老人，已紧急救助了45例。”项目
负责人张静介绍，自2021年初运营
以来，已在辖区2800余位独居老人
家中安装。

家住和平新村的郭红（化名）
便是用户之一。近70岁的年龄再加
上此前意外摔倒导致腿伤，郭奶奶
行动颇为不便，卧室大床、客厅沙
发是她一天的主要活动场所。

在老人家客厅、卧室墙上分别
装有红外感应器；床头还挂着一个
随身携带的小方盒，小方盒设计简
单，只有一个红色按钮可按。

三个设备都只有家用双排插
座大小，设备虽小，却解决了郭奶
奶一家的大问题。郭奶奶多年一人
独居，尽管社区日间照料、老饭桌
解决了她用餐、家政等需求，但晚
上一个人住，儿女还是很担心，女
儿甚至一度想辞职回济来照看她，

“安装上了它，孩子们放心多了”。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郭奶奶按

动一键呼红色按钮，警报信息会即
刻传送给张静团队，工作人员会同
时联系120、社区网格员、老人子
女。在紧急情况下，救助15分钟就
能上门。

如果在8—24小时内，两个红
外感应器未检测到独居老人的活
动轨迹数据，平台会发出预警，工
作人员则会在第一时间告知社区
及老人的紧急联系人，社区随即安
排跟踪回访。

观念带来暂时阻碍
未来5—10年或迎机遇

除了承接“亲情e联”项目，张
静所在的公司在全国其他省市也
承接了不少类似的养老项目，“服
务内容都差不多，但从用户基数、
落地效果来看，历下区这一项目在
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事实上，该养老服务项目之所
以有如此规模，与其“政府购买，老
年人免费使用”的形式有很大关
系。以张静所在养老服务公司为
例，除了政府购买这类服务，公司
还开发了多类面向市场的智能养
老产品，但推广效果不太理想。

“现在主要面向养老机构，单
纯的老年个体用户还不是太多。”
张静表示，类似产品、服务与“由政
府购买、老年人终生免费”的形式
不同，它属于自费项目。“花钱不
说，不少老年人认为多此一举，总
觉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关键时候也
能给孩子打电话求助”。

“即便收费很低，多年养成的
消费习惯也让许多老人不会选择
使用。”济南市社区养老专家吕月

英认为，当今中国老年群体大多秉
持着“舍不得消费”的传统观念，导
致适老型产品市场购买力不足。

此外，记者发现，目前众多智
能养老设备都需要互联网环境，个
别产品功能齐全但操作较繁杂，忽
略了高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现状。
由此一来，即便设备功能再完备，
产品的体验不好，也会导致有需求
的老人得不到好的智能养老服务。

“我们正在对用户做筛选，分
为80岁以上群体以及50后、60后群
体，进而提供针对性服务。”济南市
某养老智能产品开发公司相关负
责人张经理介绍，前者主要侧重于
医疗康养服务，而后者则侧重于养
老意识的引导，“以50后、60后为主
体的老人,有更多的可支配资金，也
就更愿意将钱花在自己身上；未来
5—10年内，随着消费结构的改变，
对智慧养老行业而言将有大的发
展机遇。”

主要依靠政府买单
大都是维持老人基本需求

近年来，政府对于智慧养老发
展的扶持越来越大。如，2021年，工

信部、民政部、卫健委联合发布智
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年），到2025年，智慧健
康养老产业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增
强，产品及服务供给能力明显提
升，试点示范建设成效日益凸显，
老年“数字鸿沟”逐步缩小……

为占得先机，众多企业、资本
纷纷投资该领域。但综观整个行
业，国内整个智慧养老产业还处在
一个市场开拓阶段，大多数项目还
没有很清晰的商业模式或盈利模
式，主要依靠政府买单，因而使得
智慧养老产业模式的推广性、可复
制性大打折扣。

“目前，大多数智能产品在满
足老人需求或适老化方面做得并
不好。”以老人腕表为例，张经理介
绍，该类腕表通常独立使用，不与
手机配合，因此需集成多个功能，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很难做成像年
轻人所使用的腕表那样小巧，“老
年人购买需求不大”。鉴于此，该类
产品大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形式向大众推广。

无论是济南还是南京、上海等
智慧养老技术发展先进的城市，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医疗、养老

机构目前多采用企业运营、政府买
单的运营模式，企业免费租用政府
提供的房屋场地，智慧健康终端产
品由财政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
发放给用户。

吕月英认为，虽然政府采购是
很好的一种模式,但“定期招标采
购”的购买服务形式，易导致社区
居家养老机构智慧养老服务盈利
的不可持续性。此外，更为关键的
是“政府买单的项目”大都是维持
当地老人基本需求，较难为高端智
能养老服务买单，相应地压缩了企
业的利润空间。

设备只是一个工具
最终要靠落地服务

近年来，济南市正在积极发展
智慧养老。如历下区亲情e联、各区
县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及
全市层面上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的建设等等。目前，济南市燕山街
道、甸柳新村街道、大明湖街道、宝
华街街道、七里山街道等多个街道
先后被列入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
范基地。

两年多来，张静及其“亲情e
联”团队的工作已赢得社区老人一
片好评，也潜移默化地为社区智慧
养老的推广打下基础，让智慧养老
走进居民生活。

如今，不少社区独居老人已离
不开张静团队，身体不舒服、需要
送药服务都会主动电话来找他们，
有些还会因外出而随时报备红外
设备的关停服务。

“线上技术再先进，始终还是
得靠线下服务。”除了做好养老服
务中心日常运营工作，张静还在试
图通过平台拓展更多服务项目。

“设备只是一个工具，本质还是得
落到服务上。”张静认为，线上平台
固然重要，但线下服务才能给老人
最真实的感受，“我们做好服务,老
人认可了，智慧养老就接地气了”。

“智慧科技只是一种方式，关
键还是靠落地服务。如果产品能够
报警而无线下服务响应，那智慧健
康养老就成了空架子。”济南社科
院研究员王新军认为，智慧养老有
效开展，能否实现服务闭环是关
键，“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种生
活方式，需要政府各部门、社区、老
人、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家政服务
等机构分工协作，如此，才能真正
运转起来。”

众多家庭中，家属是老人照护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对于独居老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并不
少见。

远程监测用户健康、遇意外自动报警……智慧养老让独居、空巢老人有了保障。当下，济南智慧养老
现状如何？发展智慧养老的关键是什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与您一起了解。

工作人员上门为老年人介绍智能养老产品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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