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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崔松鸽

闵行老龄化比例达34%且正以
每年1%的速度增长。当中国老龄
人口 2035 年突破 30%进入重度老
龄化时，闵行或将超过40%，即占总
人口近半，届时它将不再是简单的
社会问题。

近日由区政协主办、吴泾镇承
办的“不惧老去”亮吧雅集，协同华
东师大、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与区相
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等开展面对
面交流，就如何提升优质养老进行
研讨，为应对深度老龄化建言献
策。

区政协主席祝学军，副区长张
贤，区政协副主席谢辉、蔡怿晖参
加。

积极建立社会关联

“社会学将老年人定位为‘被
抚养的人口’，医学中有老年医学，
即进入老年期到失能去世，哲学伦
理学认为老年是人生一个阶段。”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张容南提出，
老年期面临的伦理困境和挑战，一
是退休，即社会价值和认可机制不
再起作用；二是疾病，这让老年人
自由空间变小、生活目标降低；三
是死亡，这对自我价值带来的冲击
最大。

如何解决？将个体生命融入
共同体，克服死亡带来的恐惧。张
容南表示，人不断失去身体机能，
社会关系越来越窄，他会消极地将
自己封闭起来，不做任何调整改
变，直至迅速衰老。应该运动、学
习、高质量社交、愉悦体验，积极建
立社会关联，寻找替代改变，应对
衰老衰退。政府让每个家庭获得
充足资源，尤其对鳏寡孤独托底；
社会制度和伦理文化为个人发挥
作用提供环境，不让老年人因年老
体弱丧失尊严。

华东师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钟仁耀就延迟退休后如何建立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机制，完善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进
行分享。他提出，社区要成为居家
与机构间的桥梁。做强社区养老，
形成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关
爱三位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充分满足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服务
需求。他建议民政和卫生健康部
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合理统
筹，支持退休医护人员发挥作用。

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需求

“‘不惧老去’需要有系列准
备：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力
的组织”，东海职业技术学院校长
贺瑛认为，政府要系统谋划，整体

推进，统筹把握老年群体与全社会
群体、老年人生命周期与全生命周
期、老年政策与其他政策间的关
系，并肩负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框
架构建、政策标准制定、管理方法
确定的责任，提供兜底型普惠型多
样性的养老服务，满足多层次高品
质的健康养老需求。

区民政局局长傅宇介绍，闵行
一直关注老龄化问题并持续探索
体系设计。机构养老方面在搭建
一个基本养老有保障、品质养老有
选择、高端养老有市场的床位供给
模式，从基本养老到品质化养老、
组团养老，都能找到所需；社区养
老方面一直在推广闵行特色 15 分
钟社区养老服务圈，把为老服务中
心、日照中心、助餐点、长者照护之
家、健康医养、助餐和康养文化及
家庭照料等组合在一起，让居民在
家门口找到相应的养老服务。

对那些出不了门、下不了床的
老年人，区民政部门推出了长护
险、家庭养老床位、适老化改造、一
键通应急呼叫及送餐上门和老伙
伴计划等，将多种服务送到家门
口、送到床边、送到身边。

“养老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
题，不同情况的老年人及其家庭对
养老服务的需求不同”，傅宇称，职
能部门在托起公共服务养老需求

底线时，更人性化多元化差异化地
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需求，是这个
难题的关键。

关注没有监护人的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既关乎民生需求，
也孕育发展机遇。记者获悉，对部
分退休群体的生活，区民政部门正
在跟第三方和银行、保险公司一起
研究，引入“老年规划师”概念，为
有需求的老年群体规划营造更加
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场景。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李崇章在海外医养
康养理念及智慧康养领域发展方
向的分享中也提到，在台湾有的机
构会热衷于协助老年人做回忆
录。对机构养老的运行，他认为可
以用好校友会、慈善捐助等。欧洲

华人华侨女企业家商会会长陈敏
琪介绍了欧洲智慧康养理念。

对于那些最困难孤苦无依、
没有监护人的老年人，区民政部
门最近正在推进老年人法定监护
和意定监护工作，希望能为上海
提供样本，为这些困难老年人托
起一片天空。

截至 2023 年底，闵行区户籍
人口 60岁及以上 42.8333万，百岁
及以上 665 位，平均寿命接近日
本、瑞士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
么大的人口基数上做到这样，说
明我们的医疗是有效的”，区卫健
委主任杭文权认为，在养老过程
中老年人有生理心理文化等需
求，医疗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医
疗领域会尽最大努力让老年人身
体更健康、活得更长久。

记者 陈美玲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
不可重来的生命。日前，作为上
海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
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颛
桥爱心献血屋正式启用，为周边
居民提供便捷的献血服务。这也
是闵行南部首家献血屋，将成为
传递爱心与健康正能量的新地
标。

区政协主席祝学军、副区长
张贤等出席活动。

据悉，颛桥爱心献血屋位于
剑川路地铁站 2 号出口外西侧，
紧邻龙湖闵行天街，面积为 182
平方米。一走出地铁站，就能看
到一幢白色的流线形建筑，大红
色的字标，如同一颗颗爱心镶嵌
其中。献血屋内设有健康征询
区、服务中心区、健康检区、血液
采集区（全血）、血液采集区（单
采）、献血前/后休息区等，为献血
者提供一站式的温馨服务。

献血屋的整体设计采用圆弧
包角，与“大零号湾”环境相融
合。颛桥献血屋启用后，与闵行
北部的七宝爱心献血屋、七宝老
街献血屋，以及中部的梅陇爱心
献血屋共同筑起闵行区的生命守
护网，大大方便了闵行南部献血
的市民。

“以前献血，要么盯着献血车
开到哪，要么也要跑到梅陇，多少
总有些不便，现在剑川路地铁站
口就有，我们过来就很近了。”市
民褚先生是一位“献血达人”，看
到颛桥爱心献血屋启用，特地跑
过来。此次，颛桥镇还打造爱心
合伙人项目，吸引了众多热心公
益单位和商户加入进来。

活动中，今日闵行APP、颛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龙湖冠寓等
成为“爱心合伙人”。活动还表扬
了 2023年度上海市社区、企事业
单位献血工作优秀集体和个人
（闵行区），对他们无私奉献的志
愿精神、无偿献血的新风尚善举
进行肯定。

2023 年，颛桥镇获评市级
“博爱家园”，并串联镇域内各类
生命安全体验空间，形成了生命
教育体验地图，让生命教育可体
验、可参观、可互动，增强公众生
命教育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此
次，颛桥爱心献血屋也作为地图
点位之一与大家正式见面。值得
关注的是，启用仪式还融入点亮
爱心互动艺术装置，由颛桥镇北
外田园高中的设计团队参与创
作，以独特的创意和表现形式，让
无偿献血事业更加贴近年轻群
体，增强公益活动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

记者 林心怡

傍晚时分，夕阳西沉，在位于
马桥强恕学校门前的马桥文化口袋
公园“溯园”里，孩子们嬉戏玩
耍，大人们散步乘凉，优美舒适的
环境加上轻松惬意的氛围，让这座
口袋公园成为了夏日里清新又养心
的存在，也让城市角落变成了“诗
和远方”，兜起居民们的幸福感。

人民是城市永恒的主角，文明
是城市最美的气质。近年来，马桥
镇在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
创建全国文明镇的过程中，始终坚
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
民”的理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结合民生实事项目的持续推进，大
力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切实提升居
民生活品质，不断丰富人民城市建
设的精神文化内涵，绘就幸福马桥
新画卷。

一条道，美丽街区迎蜕变

街区，既是空间承载体，也是
文明发生地。花王路是马桥镇域内
一条建于 20世纪 90年代的乡村道
路，承载着元吉村民的回忆，也见
证了农田变楼房的发展。

2023年，结合文明创建为民办
实事项目，花王路（北松公路—元
江路）美丽街区建设正式启动。步
道铺装、绿化梳理、景观提升……
聚焦“一道、一点、两段”的目
标，改造后的花王路街区颜值更
高、气质更佳。原本道路两旁光秃
秃的行道树被樱花树所取代，每到
春天，樱花竞相绽放，成为马桥新
景；绿化带则采用宿根花卉，提升视
觉观赏效果，打造一条缤纷彩叶道。

聚焦街区空闲绿地空间的活化
利用，马桥镇在征询倾听居民需求
的基础上，增设了休闲座椅与砾石
步道等设施，同时充分融入马桥形
象标志、紫藤花、鸭形壶、文明创
建标语等马桥人文元素，让居民在
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也能感受到
马桥厚重的人文底蕴，全面提升片
区城市品质和文化内涵。

为让原本单调、暗沉的墙面
“活”起来，改造过程中植入了安
吉拉以及彩绘等元素。项目以“花
色”为主题，通过移植安吉拉花
卉、向镇域内的学校征集题为

“花”“马桥我的家园”的绘画作品
彩绘上墙，丰富道路景观，塑造美
丽街区的品质感。改造后的花王路
不仅让居民们感受到了美丽街区的
蜕变，更体会到了“愿景”变“实
景”的获得感。

一座园，方寸之间惠民生

文明之美，美在推窗见绿、开
门入园。今年6月初，马桥文化口
袋公园“溯园”正式改造完成，向
市民开放。这一民生项目镶嵌在北
松公路和马桥强恕学校之间，为居
民们打造了一处家门口的绿色空
间，也让“转角遇到美”成为日
常。

走进“溯园”，会发现方寸之
地皆可自成景观。园内以“色叶花
树”为主题，种植了四季开花的下
层植物，形成四季有色的美丽空
间；精心设计的马桥文化景观墙和
雕刻景观墙，展示马桥遗址出土的
原始瓷器；地面铺装镶嵌手狮舞的
各种动作图案，让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这里时时可见；园内的冈
身图案及老东街地图，运用独特的
造型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融为一
体，诉说着马桥的历史故事和文化
底蕴……

见缝插绿，移步景异，小而
精、小而美的“溯园”如今已成为
集休闲、娱乐、锻炼等功能于一体
的绿色空间。在这里，居民们越来
越真切地感受到城市中的“方寸之
美”，体会到创建为民的美好幸福。

一个馆，同心同德续乡情

一方乡土，孕育一方记忆。马
桥镇同心村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
源，这里有荷巷桥老街，有历史悠
久的商埠码头，也有近代教育家顾
言、外交家金庆章等名人故居……
为深入挖掘同心村独特的历史记
忆，满足村民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契
机，同心村以“同心同德 乡情永
续”为核心理念，精心建造“同心
乡愁记忆馆”，为村民打造一个拾
起回忆、提醒美德、呼唤传承的空
间。

在乡愁记忆馆，村民们可以了
解同心村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历
史名人家风、乡情老照片、乡土老
物件等，感受乡愁之美，领略传统
文化的魅力。

生于斯，长于斯，乡愁是一种
情怀，也是一份奉献。得知同心乡
愁记忆馆开馆，已年过八旬的马桥
镇退休党员蒋士冠以剪为笔，纸上
生花，带来了她刻苦钻研剪纸技艺
30 余年的成果，在馆内举办剪纸
主题展——《56个民族》《清明上
河图》《八仙》《金陵十二钗》《西
厢 记 》《 江 南 水 乡 》《12 生
肖》……一场别出心“裁”的文化
大餐，让村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
剪纸艺术的魅力，也体会到了作品
背后所传达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
与情感。

一条道、一座园、一个馆，在
马桥，文明点亮你我，幸福正在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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