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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滕森是德国汉诺威南部的一个小
镇，人口仅1.3万。早晨，镇上的一栋别墅
中，几位退休老人正围坐在客厅的桌边打
牌，楼下的托儿所则不时传来孩子们阵阵
的欢笑声。

这是德国“多代屋”的一个典型场景。
这里既是幼儿园，也是社区老年人活动中
心，有时还充当年轻人的“教育中心”和

“咨询处”。在这里，老年人义务为托儿所
的孩子们读书，给予来访的年轻人中肯的
生活建议；小朋友耐心陪伴老人，青年学
生则利用业余时间教老人使用电脑、手机
等电子产品。玛丽亚从64岁起和丈夫罗
瑟开始频繁造访这个“多代屋”。当时，他
们刚痛失爱女。这对夫妇表示：“相较于心
理咨询，我们更愿意来这里和年轻人待在
一起。”

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65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21.8%，且
一人户比例不断上升，每3个老人中就有
一人独居。在85岁以上的人口中，一人户
比例甚至高达58%。德国的传统养老模式
主要有家人照顾、居家护理、入住专业退
休社区或老人院等形式。据调查，大部分
德国民众希望尽可能居家养老。独居人口
的不断增加给居家养老模式带来新的
挑战。

为此，德国政府和社会不断探索，出
现了老人和年轻学生共居的“家政换房
租”、多位老人合租的“互助公寓”等诸多
创新方式。其中，“多代屋”计划已成为德
国应对老龄化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该计
划由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
务部于2006年推出，2012年更新二代计
划。目前，全德约有534个“多代屋”，覆盖
所有市镇。大约2万名各年龄段的志愿者
参与到这一计划中，成为“多代屋”的中坚
力量。

“多代屋”大多设在联排别墅等建筑
中，一般包括老人活动中心、托儿所、小餐
厅或咖啡厅等，还提供购物、清洁、餐饮、
护理等服务。在为老人丰富居家生活、加
强社会融入的同时，该计划还旨在促进代
际交流，将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族群的人聚
在同一屋檐下，强化社会团结互助的
氛围。

每个“多代屋”都由一个独立运营方
运营。2017年到2020年，各“多代屋”都
能获得4万欧元的运营资金，其中3万来
自联邦政府，其余来自当地政府。根据二
代计划，德国政府还将慈善组织、基金会
和地方企业纳入，为各地“多代屋”提供运
营资金。

德国政府还鼓励不同地区的“多代
屋”根据当地特色和老年人需求，组织有
针对性的服务和活动。一些“多代屋”引入
阅读、写作和数学等主题工作坊，为来访
的人们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一些“多代屋”还为老年人等提供
电话学习、户外散步学习、网络虚拟展览、
视频咨询等远程活动，持续维系为老年人
搭建的社交网络。

养老服务，各国探索新方式

新加坡创新机构和新加坡保健服
务集团近期签订为期3年的合作谅解
备忘录，计划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等
新兴科技在医疗领域应用。

近年来，新加坡日益面临医疗
保健成本上升、慢性病负担加重、医
疗人员短缺等问题，创新医疗技术
被视为应对挑战的重要途径。2019
年，新加坡推出全国人工智能策略，
提出在医疗保健等五大领域加快发
展人工智能。在该框架下，通过促进
人工智能研究投资、培养人才、建立
配套数字基础设施等措施，加快人

工智能创新和运用，以提高疾病检
测效率，同时加强对慢性病分析预
测和干预等。

新加坡政府还建立了国家电子健
康记录系统等，收集和储存病人的病
例资料、民众生活方式等信息。通过
这些平台，医疗人员可以更全面地了
解病人的病史和用药记录。为了规范
和指导人工智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
应用，政府专门发布《医疗保健领域
人工智能应用指南》，根据实践成果
定期更新。

政府还鼓励多个领域和学科在

人工智能项目上进行合作，加强对
公共医疗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的
资金支持。新加坡创新机构成立于
2016 年，重点帮助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并支持创新成果商业化和规模
化，其成果运用主要集中在数字医
疗、智能能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
领域。在此次与新加坡保健服务集
团签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就包
括将医疗保健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
业人才和成果聚集起来，定期组织
知识分享活动；支持健康与生物医
学科学初创公司发展，合作开发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各种培训，培
养医疗创新人才等。

在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共同
推动下，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地应用
于新加坡的医疗卫生领域。例如，由
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牵头研发的人
工智能系统，可以快速解读视网膜图
像，检测出主要的眼部疾病。该系统
已经部署到全国20家综合诊所。新加
坡保健服务集团和新加坡科技研究
局合作开发的“聊天机器人”服务，支
持5种语言，可以每天通过即时通信
软件提醒新冠肺炎患者记录体温和

血压、检查病人心理健康状态、提供
娱乐内容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
期间医疗资源拥堵状况。新加坡陈笃
生医院采用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
统，可以实时监测并收集入院病人数
量、候诊时间、病房空床位、药物和医
疗用品消耗情况等数据，为医疗资源
分配和决策提供参考。2020年新加坡
发生疫情时，该系统就预测到入院人
数将飙升并给出所需资源建议，医院
在48小时内增添了100张病床，及时
满足住院需求。

（《人民日报》刘慧）

新加坡——

人工智能助力医疗创新

芬兰文化部长确认
将出席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赫尔辛基1月17日电（记
者 陈静 徐谦）芬兰体育主管部门芬兰
教育文化部科学文化部长库尔维宁17
日表示，他将于2月前往中国北京参
加冬季奥运会。

库尔维宁17日接受芬兰国家广
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是四年一次的
冬季体育运动最重要的盛会。“对于运
动员和热爱运动的人来说，这是冬季
运动的头等大事。”

库尔维宁表示，按惯例，芬兰负责
体育的部长们都会参加冬奥会。他还
说，芬兰“历来不抵制体育赛事”。他认
为，芬兰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既是对
赛事的重视，也是对芬兰运动员的
尊重。

新华社开普敦
1月 17 日电（记者
吕天然）中国驻开普
敦总领馆17日发布
北京冬奥会宣传片，
南非奥委会主席和
南非国民议会副议
长等在视频中为冬
奥会成功举办送上
祝福。

南非体育联合
会和奥林匹克委员
会主席亨德里克斯
在宣传片中说：“特
向北京冬奥会组委
会送上我的祝愿。我
祝愿在你们的努力
下一切顺利。我们坚
信你们一定会举办
一届令人难忘、成功
的冬奥会。”

南非国民议会
副议长策诺利说，冬
奥会的体育项目跨
越分歧，促成团结，预祝比赛成功举办
并加强世界各地人民团结。

国民议会事务主席弗罗里克表
示，他确信中国将成功举办这场赛事。
南非总统残疾人事务顾问勒鲁说，中
国因冬奥会受到全球瞩目，祝愿北京
冬奥会圆满举办。

国民议会多位议员也在视频中向
冬奥会送上祝福。

这部宣传片名为“和北京冬奥，一
起向未来”，时长五分多钟，使用中英
文双语，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中国驻开
普敦总领馆介绍，希望通过宣传片在
南非各界人士中宣传北京冬奥会，为
冬奥会送上祝福和表达对冬奥会即将
举办的喜悦。

在宣传片中，伴随着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
来》，中国驻开普敦总领馆馆员，总领
馆领区内的华侨华人子女、侨团代表
和中资企业员工一同跳起欢快的舞
蹈，迎接北京冬奥，表达祝福。

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林静代表总
领馆为冬奥会和祖国繁荣昌盛送上祝
福。南非冰球队队长萨玛伊、侨领们则
喊出“一起向未来”的口号，喜迎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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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老人自理能力、关怀老人
情感需求、提供多样服务、推动科
技助老……面对人口结构的变化，
各国从自身实际出发，健全养老服
务体系，践行积极老龄观，探索健
康老龄化新方式。

卧室客厅厨房一应俱全，家
具家电绿植摆放有序，几名研究
人员正围在电脑前整理实验数
据……这个看起来温馨舒适的

“家”，实际上是位于以色列南部
城市贝尔谢巴的健康老龄化创新
实验室。“建立这一独特的实验室
旨在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投
资方以色列国家保险协会的基金
经理伊兹克·萨巴托说，该实验室
模拟了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用来
测试和孵化创新技术和产品，以
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各类问题。

近年来，以色列人口老龄化
问题日渐凸显，截至2020年全国
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41%，到
2035 年预计将升至 14.6%。为应
对人口结构变化，科技创新成为
推动养老产业发展的动力，各式
助老科技逐渐在当地家庭和养老

院普及。
当老人睡觉时，可以采集分析

呼吸频率、心率、睡眠质量等信息，
提前对健康问题作出预警；当老人
准备起床时，可以通过捕捉姿势变
化获知，并及时通知看护人到床边
搀扶，避免老人跌倒；老人夜间离
床时间过久，会及时提示，防止意
外发生……这些“不离身”的看护
如今能够借助技术实现，只需在床
下安装一个小巧的健康盒并连接
网络，看护人便可实时了解老人卧
床时的健康状况。

如果外出需要帮助，老人按
下手机或可穿戴设备上的按键可
通知看护人。若看护人无法及时
赶到，平台便会搜寻周边的护工
或志愿者，形成列表供看护人选
择。选中的人员将收到详细的服
务需求，并与老人、看护人建立三

方通话，尽快赶到现场提供协助。
精心设计的互联网平台将老人、
看护人以及社会力量通过网络连
接在一起，及时排忧解难。

当地社会长期以来对老年人
的关怀重视，是科技助老在以色
列蓬勃发展的基础。以色列卫生
部官网专设的“老年健康”页面
上，用5种语言详细介绍了本国老
年人可享受的权利和服务，并列
出咨询与投诉方式。以色列还推
出多项法律，确定和维护老年人
在卫生、福利、人身安全和临终关
怀等方面享有的权利。1988年起
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法》，让以
色列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以家庭
护理保险为主的社会化护理保险
制度的国家之一。基金养老保险
和职业养老保险组成的双层养老
计划，则在保障老年人享有基础

养老金的同时，还能再获得一份
保险补贴。这些法律和制度极大
促进了护理服务业的发展。

“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坚实基
础，让以色列有足够的能力发展
助老科技。”特拉维夫风险投资伙
伴公司执行合伙人本尼·泽维说，
以色列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方面都具有优势，整合这些
资源有助于更好地改善老年人生
活。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发布的
报告显示，以色列数字健康公司
的数量近年来大幅上升，总数达
到近400家。其中涉及养老领域的
个人健康工具子行业增长最为突
出。分析指出，在未来一段时间，
包括养老科技在内的数字健康领
域将成为以色列的热门产业。

（《人民日报》张慧中 张悦 任
彦周輖）

“好的，我会准时到。”阿尔伯
特·范登伯格放下电话，告诉笔者
一会儿要去图书馆做志愿工作。
这让笔者有些惊讶，因为范登伯
格今年已75岁，5年前因遭遇车
祸，大脑受到损伤，才搬到这个生
命公寓生活。

“在这里，我算年龄小的，邻
居们大都在80岁以上。”看到笔者
吃惊的表情，他解释说，只要能自
理，大家都尽量自己解决问题，还
会承担一些志愿者工作。采访过
程中，范登伯格接了好几个电话，
都是生命公寓的一些部门找他帮
忙的。

范登伯格居住的阿克罗波利
斯生命公寓位于荷兰鹿特丹，建
于1978年，是荷兰第一家生命公
寓。公寓一共有600多套房间，分
为一居室和两居室两种，专供老
人居住。与传统养老机构不同，生
命公寓是开放式经营的，无论是
否住在公寓，都可以自由出入。公
寓位于一片成熟社区内，紧邻住
宅区，外出购物、散步都很方便。

公寓外设有花园、开心农场和一
些室外活动场所，老人可以外出
赏花，与小动物亲密接触。一楼大
厅看上去就像一条迷你商业街，
有餐厅、酒吧、超市、理发店、洗衣
店、棋牌室等，为居住老人和来访
客人提供服务。

范登伯格的房间是一居室，
面积不大，但功能齐全。房间收拾
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满了盆栽，
绿意盎然，生机蓬勃。“租金不是
很贵，我的养老金基本可以覆盖。
荷兰适合中低收入民众的养老机
构供不应求，我排队等了一年多
才租到这里的房间。”范登伯格
说，“在这里，除了厨师和医疗急
救人员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穿
工作服。看不到穿白大褂的，也不
知道谁是工作人员、谁是家属、谁
是住户，就像在一个普通的社区，
这种氛围让我们感到轻松愉悦。”

荷兰养老专家汉斯·贝克教
授是生命公寓的首倡者，他对笔
者说，传统养老机构把服务重心
放在治病上，目标是让老人延年

益寿。不过，很多疾病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自然出现的，如同机器的
自然磨损。

“由于很多老年病是生理机能
衰退引发的，因此养老机构可以把
减缓老人生理机能衰退作为重中
之重。”贝克进一步解释，“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的过度护理只会加
速机能衰退，生命公寓把“用进废
退”的科学理念运用到公寓管理
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据介绍，生命公寓按照生活
自理能力把老人分为完全不能自
理类、半自理类和自理类三大类，
不同类别安排不同的工作人员。
完全不能自理类老人主要是失
智、失能老人，由专业医护人员照
顾；半自理类老人有简单的生活
自理能力，由公寓的日常管理服
务人员照料，并辅助一些医疗人
员；自理类老人不仅自己打理日
常生活，还经常作为志愿者帮助
半自理老人。

志愿者是生命公寓一支重要
的服务力量，主要由公寓内的老

人以及周边社区的居民和大学生
组成。范登伯格刚入住生命公寓
时属于完全不能自理类老人，经
过两年的康复治疗被划分为半自
理类老人。现在他是自理类老人
的一员，不仅不需要工作人员照
顾，还成为志愿者经常照顾年纪
更大的老人。“我们深知身体器官

‘用进废退’的道理，自己能做的
事情尽量不麻烦别人代劳。”范登
伯格说。

由于大部分工作由老人自己
完成，生命公寓的运营成本大多
比传统养老机构低。而且面向社
会开放公寓服务设施，运营收入
也增加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老人
们在积极参与自我管理的过程中
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
义，在开放式的泛家庭文化氛围
中远离了孤独，获得了更多的自
信心和幸福感。据介绍，发展至
今，荷兰已有30多家生命公寓，成
为其标准养老模式，并被相继引
入日本、韩国、丹麦、新西兰、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每天早上8点多，一辆面包车
都会准时驶入笔者所在的小区，
将83岁的金益润老人接至老人托
管中心。就像幼儿园的接送一样，
这是韩国老人托管中心提供的接
送服务。金益润几年前中风导致
行动不便，为了减轻老伴的负担，
他选择去老人托管中心接受照
顾。“那里有各种运动课程，有助
于中风的康复。”金益润说。

近年来，随着65岁以上老龄
人口比例不断扩大，韩国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老年福利机构，有几
类养老服务机构正流行起来。对
于需要专人看护的老人来说，老
人托管中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目前以私立为主，在韩国加入长
期疗养保险的老年人就可申请

“入托”。每个托管中心提供的服
务各有不同，一些只提供照看服

务，一些则会组织老人做游戏、体
操、手工等不同活动。数据显示，
首尔有168个认证的优质老人托
管中心，这些中心的运营时间会
延长至每日22时，优先录取低收
入人群。

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会对
老人的自理能力进行分级，并给
予一定比例报销，老人托管中心
的客户根据自身情况缴纳相应费
用。对于自理能力不足或有认知
障碍的老人，老人托管中心还会
设置各种课程，帮助他们改善身
体机能、提高认知能力。

老年综合福利中心则以休闲
娱乐功能为主，也是各级政府主
推的项目。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
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底，韩国
各地共有规模不同的老年福利中
心398个。

以韩国最大的老年综合福利
中心——光州老年人健康中心为
例，它覆盖约145万老年人口，60
岁以上的光州市民均可成为会
员，年会费仅为5000韩元。该中
心共有4个馆，总面积达2万平方
米，各类阅读、文艺和体育设施一
应俱全，还有80多个免费授课项
目。中心专门设有咨询室为老人
提供心理或其他问题咨询，还为
有工作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适合的
工作岗位。

此外，韩国各级政府目前正
积极推进建设老年认知障碍安心
中心。据统计，2020年韩国65岁
以上老人的认知障碍患病率为
10.33%。这些安心中心由政府建
设运营，有的依托公立医院，有的
单独建立机构，负责登记统计老
年认知障碍患者信息，向患者家

庭提供多种帮助。60岁以上的老
人可免费在此接受早期认知健康
状态诊断，获得认知障碍预防辅
导，如发现有认知障碍倾向可及
时转到医院进行治疗。安心中心
还负责向社会宣传老年认知障碍
问题知识，招募陪伴志愿者。目
前，仅首尔就有31个老年认知障
碍安心中心。

总体来看，老人托管中心致
力于解决老人护理问题，减轻家
庭看护压力；老年综合福利中心
为老年人提供了休闲娱乐空间，
丰富日常生活；认知障碍安心中
心则注重防范老年人罹患认知障
碍疾病，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除
了这些福利机构，韩国还有专门
提供日间居家护理、短期入住护
理等的上门服务机构，以及传统
的养老院、老人疗养院等。

白俄罗斯发行
虎年生肖邮票

新华社明斯克1月18日电（记者
鲁金博）白俄罗斯18日发行中国农历
虎年生肖邮票，这是白俄罗斯连续第
三年发行中国农历生肖邮票。

生肖邮票由白俄罗斯通信与信息
化部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合
作发行。邮票发行量为3.6万枚，票面
正中为虎的图案，右下方有中文“虎”
和白俄罗斯文“虎年”字样。白俄罗斯
邮政部门当天还推出虎年首日封和纪
念戳，消费者购买首日封可享受免费
邮寄服务。

白俄罗斯邮政公司邮品发行部主
任斯维洛维奇介绍说，白俄罗斯近年
来多次发行与中国以及白中两国友好
交往相关的邮票，记录两国友好关系
发展历程。

韩国——
各类服务机构提供多元选择

荷兰——
生命公寓“背着手提供服务”

以色列——
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发展

德国——
“多代屋”增进代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