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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支付、智能小白、双失激活……

合肥居家养老开启“新技能”
“喂，你好，我想预约居家养老的上门理发服务。”昨天

下午，合肥市高新区73岁的李奶奶拨打了居家养老服务的
热线电话。没过多久，理发人员上门，给李奶奶理了一个漂
亮的新发型。这时，李奶奶没有像往常一样结算，而是用
手机轻扫二维码，所需费用就由电子化平台自动结算了。

据统计，合肥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启动至今，累
计完成服务1000多万人次，产生服务金额2亿多元，其中
包括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维修、精神慰藉等。
未来5年内，合肥市将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居家养老
服务”的目标。 ▋曾梅/文

“智能小白”——
养老用上高科技

独居老人在家发生意外，不能第一时间被外界知晓，
这样的悲剧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如何解决居家养老中的
这个难题？合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多款科技产品
已经得到应用，合肥市还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
困难老人提供“电话服务”。

在蜀山区三里庵街道竹荫里社区，辖区老人用上了一
款名为“智能小白”的手机软件。通过该软件，远在外地的
子女可以随时随地与家中老人联络监测。除了日常生活
关心外，该软件还具有一键报警求助功能。如果独居老人
在家突发疾病，只要按下求助键，就可以及时联系上子女、
医院和社区。

“科技手段的普及，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我们
将用一些‘土办法’，来解决老年人面临的问题。”该负责人
透露，合肥市将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利用中介机构每
天拨打电话，以此监测困难老人的信息。

“扫码时代”——
张阿姨的养老新技能

不久前，家住合肥高新区蜀南庭苑的张阿姨发现家里
卧室的门锁坏了，于是通过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手机
APP下单了修锁服务。

很快，修锁师傅上门维修，及时帮助张阿姨解决了实
际困难。维修服务完成后，通过扫老人服务卡上的二维
码，电子支付平台从张阿姨的电子账户上扣除了相应的服
务费。整个过程，张阿姨无需像往常一样到处找服务券，
省去了不少麻烦。

无独有偶，同样是该小区的赵大爷，上个月脚崴伤导
致腿脚行动不灵活，走起路来还要依靠拐杖。

儿孙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中午都不回来，赵大
爷吃饭可咋办呢？再加上养老服务券还总是忘记放在哪，
这可成了张大爷的难题。

如今，问题解决了，只要手机就能完成预约和支付。“嘿，
别提多方便了，我现在也成了‘手机控’啦！”赵大爷说。

“专属定制”——
独立二维码服务养老

这样便捷的服务，得益于合肥高新区正在进行的电子化
居家养老服务试点。据介绍，合肥高新区会把600元服务券
按月充值到老人的电子账户，同时，为每位老人定制专属二维
码，打印出来后贴在老人家中固定位置或由老人随身佩戴。

生活中，老人有服务需求，可以通过电话或手机客户
端下单，服务商通过电子化结算平台对老人的预约服务进
行派单，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及时上门，为老人提供送餐、家
政维修、生活照料等各种服务。

“实行电子结算后，老人不用奔波去社居委领券，服务
商不用交券、数券，大大节省了纸张和人力。”合肥高新区工
作人员介绍，整个过程无需纸质申请，无需现金往来，安全
方便快捷。所有服务记录实时传回平台，可随时查阅，实现
了服务商、老人及家属、第三方监管部门的三方共同监管。

据介绍，系统已在合肥高新区完成初步试用，从 5 月
开始，就已逐步在全市范围进行推广。

合肥市瑶海区总结推进民生工程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社区大食堂建设
与管理运营情况，对社区基本公共养老
服务人员使用管理、“银龄安康行动”老
年人意外保险等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
安排。

据悉，今年以来，瑶海区成立了 3
个社区慈善食堂、首家社区“失能失智

激活中心”、首家“养老驿站”，率先引入
国外失能失智激活项目嵌入社区养老
服务，建成 60 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
构和养老大食堂，投入资金 945 万元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 126 万人次，发放高龄
津 贴 812 万 元 ，参 保 意 外 险 老 年 人
21745 人，参保率 34%，积极推动老龄事
业健康发展。

“双失激活”——失智失能嵌入社区养老

今年 1 月 1 日，《合肥市居家养老服
务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居
家养老的地方法规。合肥模式再次走在
全国前列，而即将出台的《实施意见》，
将在多个方面促进居家养老的落实。

如今，居家养老模式已经在合肥遍
地开花。合肥市今年投入 1000 万元，
建设 52 个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以解决养老服务用房不足和配套

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按照相关文件，合
肥市计划用 4 年时间，完成老城区居家
养老服务用房和设施的达标建设任
务。今年计划配建任务为 72557 平方
米，配建达标社区 160 个，覆盖 40%的
老城区社区。

按照《实施意见》给出的目标，合肥
市力争通过 5 年的努力，基本建成具有
合肥特色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地方法规”——未来5年建成完整体系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如何吃饭一直
是困难老人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合肥
市将推进养老助餐服务全覆盖，不仅让
老人吃上饭，还要吃得好。“明厨亮灶”
工程，将帮助老人守好食品安全关。

据悉，到 2020 年，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站）将实现全覆盖。依托这个平
台，能为社区老人提供短期托管、日间托
养、供餐助餐、紧急呼叫、家庭保洁、代
购代缴、理发陪伴等服务，使老年人不离

社区就近享受方便快捷的多样化生活照
顾服务。不仅如此，合肥市还将构建“中
央厨房+社区助餐点+家庭配送”服务体
系，引导单位食堂向周边社区老年人开
放，同时还会引进专业餐饮企业建立区
域集中配餐中心。

如何守好舌尖上的“安全”？合肥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明厨亮灶”会
被应用到居家养老上，今后将在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试点该项工作。

“明厨亮灶”——中央厨房确保安全用餐

合肥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申请、审核及审批通过合肥市社区政务服

务平台(即社管平台)进行，当月申请，下月生效。

办理方式：符合条件的老人由本人或家属［监护人或委托社区(村)工作人员］向

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提出居家养老服务登记申请。

所需材料：1.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簿。2.七十周岁以上低保对象须提供低保证

(须包含低保证有效审核信息)。3.七十周岁以上空巢老人须有社区和街道提供的相

关有效证明(两级盖章) 。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如何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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