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黄小清

本报讯 7月1日，在志愿者和受
益儿童的汗水与欢笑中，第15届欧莱
雅“企业公民日”员工志愿者活动在静
安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

“‘益’起动一夏”为主题，通过主会场
“欧家友‘益’赛”运动会和四大分会场
的公益志愿服务，将美好善举与运动
精神相结合，以创新形式传递温暖
与爱。

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翟磊出席
活动，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
行官博万尚携全体管委会成员、欧莱
雅员工志愿者共同参与了志愿活动开
幕仪式。

在致辞中，翟磊感谢欧莱雅扎根

静安、立足静安。并表示，欧莱雅投身
公益事业，有爱心的企业将行稳致
远。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
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在人类追求美的
事业上，欧莱雅未来可期，坚信欧莱雅
会越来越壮大。

开启“更强”篇章
强化公益向善力量

本次活动，欧莱雅成功号召超过
2000名员工志愿者参与，志愿者规模
创下历届之最。15年来，欧莱雅通过
不断探索并创新公益模式，增强员工
投身公益的意愿与主动性，持续强化
公益向善的力量，让参与人数逐年
攀升。

本届“企业公民日”活动主会场首
次采用运动会的形式，以运动为载体，
激发大家的公益热情，设置了如乒乓
球、冰壶、射箭等各具特色的运动项
目。参与者每打卡两项运动，欧莱雅
就会捐赠出一个爱心包裹，赠予医务
人员、环卫工人、安保人员等生活中的

“平凡英雄”，为他们的付出和坚守致
以敬意与感谢。这让参与者们跃跃欲
试，纷纷加入这场爱心传递的“竞技比
拼”。

同时，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之
际，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国企业之
一，欧莱雅也在本次活动中特别策划
了趣味横生的中法民间游戏，如踢毽
子、跳房子、法式滚球等，旨在进一步
促进中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欧莱雅志愿者还通过四个分会
场活动，让公益的触角延伸至更多
角落。陪老年人一起体验当下流行
的八段锦，在猫岛为流浪动物搭建
安心窝棚，在青山中捡拾垃圾，在肿
瘤医院陪伴患者、开展门诊导医志
愿活动。在第15个“企业公民日”，
欧莱雅以更加创新有趣的形式将向
善的力量传递给了更多元化的受益
群体。

凝聚“更团结”之心
实现公益美美与共

今年，欧莱雅“企业公民日”与“家
庭日”再度联合举办，汇聚欧莱雅人及
其家庭的力量，实现以小家连大家，以

小家惠大家的爱心传递。
在集结内部力量的同时，欧莱雅

也致力于用真情凝聚各方社会群体，
今年的“企业公民日”创纪录地携手
10家公益组织与合作伙伴，让公益志
愿服务覆盖更多大众，为社区及社会
作出更多贡献。欧莱雅也将“在一起”
的理念，从社会群体的凝聚，延伸至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主会场打造“碳
中和运动会”，为公益行动添加了“绿”
动之美。

追逐“更高”目标
力攀公益新高峰

今年，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本次
欧莱雅“企业公民日”活动预计触达超

过5000名受益者，志愿服务规模、受
益人数均创项目开展以来新高。“企业
公民日”开展的15年来，公益的火种
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15年初心不变，用实际行动诠释
爱与希望；15年精益求精，以创新形
式凝聚向善力量。欧莱雅以自身为起
点，逐步带动更多员工及其家人以及
合作伙伴加入，将公益精神由企业内
部辐射至更广泛的大众。通过打造公
益生态圈，欧莱雅正逐步将“公益”升
级为“共益”，促进“人人公益”“人人共
益”风气的形成，为社区及社会带来更
加深远的影响。欧莱雅将始终秉承

“创造美，让世界为之所动”的使命，在
公益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生活
的美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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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邢蓓琳

本报讯 7月2日，静安区召开区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暨专
题培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萧烨璎出席会
议，并对切实抓好文物普查的实地调查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副区长、区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龙婉丽传达了全国

及上海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
二次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自本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启动以来，静安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统筹推进准备阶段各项工作，组建工作
机构，遴选业务骨干参加专业培训，进一步
加强组织保障、经费保障、队伍保障、专业
保障，为顺利转段、深入推动理论学习成果
落地转化、全面铺开第二阶段实地调查工

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自觉贯彻
落实到包括文物普查在内的文物工作各方
面和全过程；要构建文物普查上下贯通体
系，形成联动格局；要坚持系统完整保护，
必须践行应保尽保；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
为文物普查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进一步
落实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的新任务新要求，做到统一思想认识，站
位要“高”；有序推进工作，计划要“细”；加
强多方保障，力度要“足”；强化责任担当，
作为要“实”，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静安区文
物普查各项工作。

会议还邀请了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文
物保护管理处处长李晶以专题培训的形
式，为与会人员详细解读了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总体形势和实施方案。

以创新形式传递温暖与爱
第15届欧莱雅“企业公民日”员工志愿者活动举行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静安区文物普查各项工作
静安区召开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暨专题培训 不断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并提供优质服务，从而营造更优

营商环境。
要继续探索数智产业链创新园区党建新路径，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建强严密组织体系，凝聚起抓党建促发展
的强大合力。

会上，市北功能区作情况汇报。区发展改革委、区科
经委、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规划资源局、
区建设管理委、区文化旅游局、区国资委、区统计局、区绿
化市容局、区投资办、区数据局、区功能区推进办、大宁路
街道、彭浦新村街道、临汾路街道、彭浦镇分别作交流
发言。

区委书记于勇调研市北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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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享受“专业照护”满足养老多元需求
全区首个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记者 肖鸣亮

■记者 彭旭卉

本报讯 经过为期两年半的试
点工作，静安区于近日正式推广普
惠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这意味
着，静安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对象的
范围，从原先的经济困难失能老人，
扩展到全区所有有居家照护需求的
老年人。同时，全区首个家庭养老
（照护）床位服务中心在大宁路街道
挂牌成立，通过发挥“在场优势”，让
有需要的静安老人和家属在沉浸式
体验和面对面沟通中，进一步了解
该项服务。

家庭养老床位服务
在静安已试点两年半

两年多前，石门二路街道的71
岁钱奶奶申请参加了当时静安区面
向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开展的家
庭养老床位试点服务。两年多来，
专业“享老规划师”为老人定制了涵
盖基础生活照护、陪同就医、认知干
预、认知照护等在内的“家庭照护床
位”服务计划，并根据老人身体变化
不断调整，尽可能满足其在家安享
晚年的全部需求。钱奶奶的独女也
得以在长期照护中得到片刻喘息：

“现在我能很放心地出门了，有他们
在，我和母亲都很安心。”

作为民政部“十四五”首批居家
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试点区，静安区于2021年底开始率
先在全区开展家庭养老床位服务试
点。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是指依
托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以家
庭照护为基础，以居家环境适老化
改造、智能化管理为支撑，将专业
照护延伸至老年人家中，让老年人
在家里就能享受到“类机构”式专
业照护整合服务的一种养老服务
模式。

“通俗来讲，就是把原本只能在
专业养老机构才能提供的照护服
务，直接送到老人家里。”区民政局
养老科科长吕晴介绍。

与“长护险”“家政保姆”
形成互补

家住大宁路街道的龚秀兰，今
年90岁了，是静安区正式推广普惠
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后的首批“尝

鲜者”。最近，龚奶奶的女儿为其申
请了每天2小时的“家床服务”——
由护理阿姨每天上门到家中扫地、
做饭、打扫卫生等，遇到老人身体不
舒服，还会为她按摩身体、热水泡
脚等。

乍一看，这些“家床”服务内容
似乎与“长护险”“家政保姆”相类
似，三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记
者了解到，“长护险”服务对象必须
是经过失能等级评估达到符合标准
的参保老人，“家床”服务则是一项
普惠养老服务，对于60周岁以上、
有居家照护需求的老年人，愿意自
费购买，即可享受服务。

同时，“家床”服务团队除配有
护理员外，还配有养老顾问、护士、
康复师、心理咨询师、营养师等，以
团队形式提供内容更丰富灵活、服
务更系统专业的个性化照护。恰好
与“长护险”所提供的每周至多一次
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服
务形成“互补”。

已参与“长护险”的老人可以通
过叠加“家床”服务包，补足对照护
时长的需要，享受助洁、助餐、陪医、
陪夜、应急救援及心理慰藉等更多
服务，满足其对家庭养老的多元需
求。没有纳入“长护险”的老人通过

“家床”各类服务的提供，在家中就
能实现安心养老。

以龚奶奶为例，护理员每天2小
时上门服务，可以提供“长护险”不
包含的烧饭、做家务等服务，专业护
士定期上门提供测量血压、指导用
药等健康服务，养老管家会根据老
人不同阶段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
服务。

“近期，我想去外地看望我的婆
婆。养老管家告诉我，2小时‘家床’
服务可以调整为24小时住家服务
包，全天候都会有人陪伴我的母亲，
包括吃饭、洗澡、做家务、陪聊天、外
出就医、晚上陪夜等各类服务都
有。”龚奶奶的女儿潘苇10多年来
一直和丈夫分居两地，各自照顾自
己的母亲。

“外面找过住家保姆，也看过养
老机构，最后都因为不放心，回绝掉
了，在这个家里陪伴姆妈 10多年
了，她年纪越大，我更是一步不敢离
开。现在有了这个政府把关的‘家
床’服务，我就放心了。”潘苇表示，
此次推出的“家床”服务既有机构养

老的专业度和可靠性，又有居家养
老的灵活度与个性化选择，让她看
到了能短暂回归自己小家庭、稍作
休整的一丝希望。

首个区级家庭养老
床位服务中心成立

共和新路1700弄65号，原是大
宁路街道乐龄站点，最近又新挂上
了一块牌子——静安区大宁路街道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服务中心，这
也是静安区首个家庭养老床位服务
中心，包括龚秀兰在内的11位辖区
老人在这里完成了签约，并逐步开
展服务。

作为实地化站点，该中心在进
门左手边辟出一块空间，摆放下一
张为老人配置照护服务所需的智能
护理床，有需要的老人可以现场了
解，也可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体验离
床感应、体征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
化设备为老年生活带来的安全性和
便利性。再往里走，有一间专属“家
床”服务团队的办公室。在这里，养
老管家会与前来咨询的老人或家属
进行面对面深度沟通，根据老年人
的性格、喜好、生活习惯及其他需
求，形成“用户画像”，以精准匹配合
适的护理员，从而提高老年人的服
务使用体验。

85岁的独居老人朱奶奶，喜欢
外出散步，但因患有轻度认知障碍，
无法独立出门，也无法自己做饭、洗
澡等。根据老人实际需求，团队为
其配备了一位烧饭好吃、生活照护
能力强且身体较为灵活的护理员。

“老人想吃什么饭菜，阿姨都有能力
做出来，每天洗澡身上也弄得干净
清爽。最重要的是，每天都会陪老
人下楼散步晒太阳，这是老人最开
心的事。”家属告诉记者，平时子女
们都不和老人住在一起，自从老人
患病后，大家一直担心老人自行外
出不安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老人的出行，老人也慢慢变得有
些郁郁寡欢。“现在，老人和我们子
女的顾虑和问题，都解决了！”

遇到不爱出门的老人，会安排
性格温和、愿意倾听、有耐心的护理
员上门服务；针对爱干净、有较高精
神需求的老人，会安排注重细节、较
为健谈的护理员；对于患有渐冻症
数年、处于全失能状态的老人，会选

择专业护理技能和身体素质都更加
突出的护理员……通过专属的养老
管家，“私人定制”居家养老服务方
案，切切实实地为老人提供满足其
需求的服务。

据悉，包括大宁路街道家庭养
老（照护）床位服务中心在内，目前，
静安区共有8家养老机构提供普惠
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一般来说，
服务形式可分为计时服务、陪夜服
务和住家服务三种模式，服务内容
包括菜单式点单服务、组合服务包
或定制化服务套餐，服务费用则是
主要根据实际评估和老人的服务需
求而定。

签约老人可享
医养、康养绿色通道

2023年，静安区在全国首创“五
床联动”居家和社区整合型照护服
务模式。该模式中，家庭养老床位
是最为核心的“一床”，与养老机构
床位、家庭病床、医疗病床和安宁疗
护病床“四床”之间通过服务转介、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联动模式，形
成老年人有序分级诊疗、康复和养
老的医养康护闭环。

“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的老人，
可享受‘五床联动’服务。”吕晴介
绍，当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的老人
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时，提供“家床”
服务的养老机构就会及时与“五床
联动”成员单位对接，完成健康档案
流转，并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家庭病
床，或转至医疗病床。一旦老人健
康状况好转，就可通过绿色通道再
转回家庭养老床位。而当老年人临
终时，也可优先入住社区的安宁疗
护病床，享受临终服务，从而实现居
家养老的老人也能享受到治疗期住
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
以及临终关怀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
务，解决后顾之忧。

92岁老人叶秀颐与老伴，一同
签约了石门二路街道“家庭养老床
位”服务。两位老人是纯老家庭，子
女长期不在身边。考虑到两位老人
身体均比较硬朗且能自理，“家庭养
老床位”顾问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一

套基本养老服务。为老人家庭配备
了紧急呼叫“一键通”设备，当意外
发生时，可得到及时救助；两位老人
都有慢性病，护理员每周会上门服
务两次，为他们测量血压、血糖；签
约家庭医生，由其根据护理员的反
馈，为老人调整用药。

某天，叶奶奶不慎跌倒骨折，老
伴无力照顾她。在“五床联动”模式
下，“家庭养老床位”顾问把她安排
到社区长者照护之家休养，由专业
照护人员照护她的起居，待她身体
基本恢复后回归家庭。如此，家庭
养老床位和养老机构床位间的互
转，让老人得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实
现“原居康养”。

据悉，截至目前，全区家庭养老
床位服务已累计建档共793人，正
在接受服务的人数约560人。下一
步，静安区民政局将积极收集辖区
老年群体的反馈，推动“家床”服务
更贴合老人实际生活所需；服务过
程中加强监管，确保第三方服务更
加高效有品质，让静安老年人的居
家养老更加从容、更有底气。

静安区大宁路街道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