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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忘、易怒、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失智老人的照料问题被认为是养老照护
领域的“难中之难”。浙江是全国较早进
入老龄化的省份，针对认知症老人的专
业照护需求十分迫切。

多年来，我省把打造认知障碍照护
专区，作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件大
事持续推进。2021 年，《浙江省养老服
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将“每万老年人口
拥有养老机构认知障碍床位数”列入浙
江“十四五”时期养老服务主要发展指
标。2022年起，浙江省政府连续将新增
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床位建设列为年度民
生实事。

如今，走进浙江大大小小的养老机
构，各类认知障碍照护专区焕新亮相，它
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幸福忆家。

家门口照护触手可及

走进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认

知障碍照护专区，一扇扇挂有水

果标记的房门色彩艳丽，室内公

共空间随处可见的一件件记录历

史的老照片、老物件，怀旧气氛浓

郁。每天早上 8 时半，近 30 位老

人围在一起，跟着音乐节奏鼓掌，

度过快乐的时光。

早在 2012 年，杭州市社会福

利中心开始探索认知障碍照护专

区建设。2022 年 11 月，中心认知

障碍照护专区 2.0 版本“幸福忆

家”建成投用，有 60 张专区床位、

中庭园区，老人可在宽阔的塑胶

跑道上活动，也可自由种植花卉。

浙江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认知障

碍 疾 病 呈 现 多 发、加 速 增 长 趋

势。2019 年 11 月，我省出台《关

于推进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要求“市县公办养老

机构应设立失智症照护专区，床

位数不少于总数的 5%”；2021 年 4

月，省民政厅印发《浙江省养老服

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将“每万

老年人口拥有养老机构认知障碍

床位数”列入我省“十四五”时期

养老服务主要发展指标，2022 年

目标值 10 张，2025 年目标值 20
张。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根

据改造要求，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床

位改造分为专区改造、床位设置、

场景布置等，列入民生实事认知障

碍照护专区建设床位的，经过验收

后可按每张床位一般1.5万元的标

准给予补贴。

2022 年、2023 年，浙江省分

别新增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床位

7510 张、10063 张，年度目标均超

额完成。

“软硬”结合提升服务

杭州市西湖区社会福利中心

二期（中天绿城大爱天下医养中

心），坐落在午潮山国家级森林公

园中。在这里，认知症照护专区

配备神经内科医师、康复治疗师，

实施多达 16 种针对认知症长者

的特色“非药物疗法”。

去年 10 月 12 日，杨爷爷在家

人陪同下来到中心“幸福忆家”。

老人有轻度沟通障碍，无法独自

坐立，工作人员悉心为他做了一

次肌肉力量、认知功能评估，并量

身定制一套非药物干预照护计

划。经过 42 天的暖心照护，现在

杨爷爷已可独立完成起床站立、

刷牙洗漱等动作。

浙江对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床

位设置提出“单元式布局、居家型

布置、功能化配套”要求，专区床

位采取“小单元”式布局，按照

“居家”理念布置，提供 8 种以上

非药物干预的不同疗法区域，对

老人的感官、嗅觉、触觉、记忆进

行适当锻炼。省民政厅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我省还要求每个机

构需配置经过专业培训、拥有照

护计划制定能力的照护专员，增

强服务能力。”

在嘉兴，以全新设计理念为

认知症长者打造集养、医、康、护

相结合的全能照护空间，采用植

物疗法、怀旧疗法，音乐疗法、游

戏疗法、香薰疗法、运动疗法等，

帮助认知症老人唤起记忆。

为进一步增加照护专业知识

和技能培训，省民政厅还列出培

训基地清单。通过理论和实际操

作技能考核成绩合格的，颁发省

民政厅统一制定的结业证书，从

业人员持证上岗，结业证书按编

号顺序分配到各市。培训基地、

从业人员信息均进入“浙里康养”

智慧养老应用。

社会参与多方给力

蓑衣斗笠、稻草墙、丰子恺漫

画⋯⋯在嘉兴桐乡市乌镇浮澜桥

养老服务中心认知障碍照护专

区，特色“桐乡老物件”上墙陈列，

让老人重拾记忆、重温往事，找到

青春岁月的痕迹。

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

的恩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嵌入

型”认知障碍照护是特色，老人在

家门口接受照护，方便儿女探视，

又能享受专业服务。

进入杭州拱墅区德胜认知障

碍友好社区，一朵色彩明丽的“小

蓝花”是统一标识。药房、生鲜蔬

果、休息区等各类温馨提示标语

沿路布设。项目负责人范懿心表

示：“‘小蓝花’寓意‘勿忘我’，是

国际认知症好朋友社会行动的公

共倡导标识，整个社区的认知症

友好环境营造意在提升全体居民

的照护意识。”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实现从专区打造到社区友

好环境的营造，离不开社会多元

参与，需要形成由家庭、机构、社

区等多元主体组成的“互联体”，

整体便利认知症老年人的生活、

出行和活动。

“十四五”期间，我省各级民

政系统还将不断深化老年认知障

碍友好环境建设，打造认知障碍

闭环式服务网络，为认知障碍家

庭提供专业照护服务和精神支

持，搭建认知障碍老年人与社区

的交流平台，营造关注、关心、关

爱认知障碍老年人的友好社会环

境，推动我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

家门口照护触手可及

浙江全面打造认知障碍照护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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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柴畅勤 记
者 陶悦清）近日，由浙江省委宣

传部、浙江省文明办、浙江省民政

厅主办的 2023 年第四届浙江省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举行，全省113
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同台竞技，

由浙江省委党校申报的“之江银

宣——老教授志愿宣讲项目”在

本届大赛中斩获金奖。

记者了解到，作为省委党校

离退休工作的一张“金名片”，老

教授宣讲团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近 8 年来，省委党校的老教授们

致力于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

初心，多年来深入社区、学校、机

关、企业、机构、农村开展“六进”

志愿宣讲，累计宣讲 500 余场次、

惠及党员群众5万余人。

老教授宣讲团发挥优势深化

宣讲，在街道、企业、园区等建立

专门教学点，创新开展“常驻式”

宣讲，每年主动送课上门，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宣讲团的教授们不仅倾注心

血讲好课，还匠心传承帮扶年轻

人，与本校、市县党校年轻教师进

行新老结对，定期举办座谈交流，

常态化开展“四个一”活动，做好

传帮带工作，多举措助力党校培

养年轻师资。与此同时，宣讲团

还汇聚合力拓展平台，联合浙江

大学成立老教授宣讲协会，带动

省内外党校组建退休教师宣讲团

队，在全国党校系统形成正能量

辐射效应。

省委党校离退休工作处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校将继续

坚持党建统领，充分发挥老教授

们的优势特长，持续着浓“之江银

宣”底色，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多银发智慧和力量。

省委党校
老教授宣讲团捧金奖

浙江打造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幸福忆家”品牌。受访者供图

老教授宣讲团对新人进行课程点评。老教授宣讲团对新人进行课程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