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居家养老服务平台”让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模式逐渐铺开，但几乎无利润

“政府与社会联动或可破困境”
本报记者 姚楠

牡丹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信息化平台”(简称信息平台)由
菏泽市、区老龄办利用移动技
术，山东省“彩霞”工程扶持30万
元资金建立，10月18日正式开业。

这个机构的最大职能就是
在老人与社会资源间搭建平台
与桥梁，当居家养老的市民因有
需要拨打电话呼叫服务时，信息
平台工作人员就对外派单上门
服务。该平台可以为居家老年人
提供紧急救援、生活帮助、主动
关怀三大类服务，比如送餐、卫

生清洁、康复护理、疾病陪护、紧
急救援等。工作人员孙涵介绍，
冬季将至，许多老年人还叫来服
务人员一起缝被子。

除了与运营商合作，信息平
台也借用了医院的力量，目前信
息平台已与牡丹区中心医院建
立了60岁以上老人健康档案共

享，便于走访。
开业之初，菏泽移动为50位

老人提供了具有GPS定位功能的
老人专用手机，借助这种一键通
的手机或无线座机，老人可以随
时随地进行求助。同时，为了确
保服务质量，信息平台一般从联
盟商家中选取服务。

通过服务平台，“打个电话，服务随时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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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集中式的机
构养老更易被老人接
受、更适合老人生活习
惯的是居家养老。无论
是日间托老中心，还是
提供上门服务的“居家
养老服务信息化平
台”，都意在让老人不
离开熟悉的环境而得
到更好照顾。

在菏泽，继医疗机
构进入养老市场后，电
信运营商也开始“支
援”老年产业。前不久，
菏泽市首家基于移动
信息技术成立的“居家
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
正式成立，为老年人提
供上门服务的模式逐
渐铺开。

“现在信息平台刚刚起步，
还处于推广阶段，不仅对老人推
广，还要对商家推广，根本就不
赚钱。”孙涵透露，尽管还不赚
钱，但“人气是比较高的”。

在开业之前，这个信息平
台已试营业了一年多。试营业
以来，入网老人从100名左右增
加到1200名，联盟商家也增长至
24家，涵盖饭店、理发店、澡堂、
家政公司等常见生活类服务提

供商，规模增长比较明显。但直
到现在，信息平台也没有对联
盟商家收费或提取佣金，而更
多充当信息集散地的角色，上
门服务后收取的费用也由老人
直接交给商家。

“前期推广比盈利更重要，
要让商家认识到这个平台能给
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市场，培
养 联 盟 商 家 老 年 市 场 的 积 极
性。”孙涵回忆称，信息平台推

广初期并不被商家看好，“最初
游 说 一 家 理 发 店 做 养 老 市 场
时，对方却以‘有人给你打电话
再说吧’回绝。”

对老年人群体的推广则主
要依靠服务，“一个老人觉得这
样的方式好，会对周围的老人
说，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市场就
逐渐打开。”孙涵说，目前，信息
平台对老人的影响力还是靠口
口相传和工作人员到社区中反

复解说。
服务质量的保证主要靠联

盟商家，因此孙涵和同事们前期
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工作。“虽然
信息平台中记录的只是商家的
联系方式，但我们要确保信息平
台得到很好的口碑，首先要确
保商家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老
人觉得花5块钱上门费值，这样
我们这个信息平台才能推广地
更好。”

“利润低，发展初期更注重推广”

除上门费及服务费之外，老
人无需再交纳其他费用，而且信
息平台的工作人员还会对老人
进行走访。孙涵说，每个月中她
都要花相当时间专门走访孤寡
老人和行动不方便的老人。3 0

日，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孙涵和
同事们正为吴堤口社区的老人
们义务体检。

与机构养老不同，这种模式
成本较低，日常运营中房租和人
员工资是最大的开销。此外，信
息平台还获得了一定的政府资

助，在其办公室内，放着一张红
牌子，上面写明“牡丹区政府购
买5万元居家养老服务”，这是该
平台成立之初，牡丹区政府送
来的“大礼”。据了解，这5万元
的服务，将以服务券的形式发
到老人手中，老人有需要可凭
卷享受服务。

尽管成本较低且有政府的
一定补贴，但菏泽移动公司集
团客户部主任鲍亮称，这个项
目利润很低，初期公司甚至对
平台系统维护费用进行了一定

的减免，但他也承认，养老信息
平台对移动公司的业务有正面
的带动作用，“随着信息平台的
推广，移动公司也完成了市场
推广”。

利润低，对孙涵他们来说，
则意味着扩大规模有一定难度，
参考已有成功经验的城市，孙涵
他们希望政府能参与购买更多
养老服务。据了解，目前居家养
老有8种方式：一是政府购买服
务；二是日间照料服务；三是协
议服务，由社区组织发动驻区单

位、楼长或邻里，与社区困难老
人签订服务协议；四是互助服
务；五是养老机构延伸服务；六
是呼叫服务；七是市场有偿服
务；八是志愿者服务。

业内人士指出，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让社会力量运营、社
区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与社会
联动式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不仅
可以有效促进养老市场的建设
与发展，或许还是破解养老困
境的一种出路。

政府与社会联动式发展，或可破解目前困境

“情注调解，执法为民”,7

月份，唐庙乡仲堂村村民仲
良臣、仲崇涛手持锦旗来到
曹凤梅调解工作室。

原来，今年2月份，他们带着
本村的建筑队承建了牡丹区沙
土镇宋庄村一村民的房屋，房屋
完工后，到今年7月份仍有4000元
工程款未结清。仲良臣、仲崇涛

数次向对方索要欠款，对方以各
种理由拒不支付。他们来到曹凤
梅调解工作室寻求帮助。

对这起跨县区的矛盾纠
纷，曹凤梅多次奔赴牡丹区沙
土镇司法所协调，终于打动当
事人的心，同意结清4000元欠
款。

去年7月份，曹凤梅在郓

城县第一个成立以个人命名
的调解工作室———“曹凤梅调
解工作室”。

20年来，曹凤梅化解纠纷
4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
上。其中，使90对夫妻破镜重圆，
使50起将要激化的纠纷归于平
息。2012年9月，曹凤梅被司法部
评为“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连获两届“山东省十大男寿
星”的张存合老人的长寿之道，除
了自身健康的生活习惯，更源于
其养女张爱芝的细心照料。

近日，记者来到鄄城县彭楼
镇前李庄村张存合老人家时，他
正拄着拐杖，准备出门，110岁的
张存合老人很少有烦心事，每天
出门“溜达”是他的生活习惯。而
老人能有如此平静的心态，除了
自身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得益于
孝顺的养女张爱芝。

老人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
唯一一位女儿是他收养的，至今
尽孝膝下，张爱芝也成了镇上远
近闻名的孝子。“以前家里穷，她
也没少受苦，现在一直照顾老
人。”村民张纪超说。

老人80多岁的时候，生病得
了偏瘫，行动不便。张爱芝便寸步
不离，照顾老人吃喝拉撒，悉心的
照顾竟让老人奇迹般康复了。如
今，老人拄着拐杖，行动自如。“喜
欢吃，除了猪肉”、“每天要喝奶，
必须热的才行”、“必须让他溜达，
不然就不开心了”张爱芝对老人

的生活习惯已了如指掌。
今年以来，张存合老人只生

过一次病，说是生病，其实只是
几声咳嗽。“晚上吃完饭，他就回
房休息，我在厨房收拾的时候听
到他咳嗽了一声。”看似平常的
几声咳嗽，却让张爱芝十分紧
张，她放下手中的活赶到卫生
室，为父亲买来感冒药，吃下感
冒药第二天，老人无病无恙，吃
完饭继续出门“溜达”。

如今，健康身体的老人一口
好牙齿，可以咬得动苹果。但是
思路却没有以往清晰。有一次，
张爱芝发现父亲不再像以前一
样定量吃饭，“给他盛了一碗水
饺，他自己又去盛了一碗，结果
晚饭就不吃了”。看到父亲不吃
饭，张爱芝吓坏了，自此之后，她
都会盯着父亲吃饭，生怕他吃多
影响身体。

说到这里，张爱芝怜爱地看
着坐在一旁小马扎上的父亲，笑
着说：“现在有点糊涂，经常不回
家，我说他他从来不生气，别人
说他他就不开心。”

“接地气才能促成和气”
郓城人民调解员曹凤梅20年调解400余起纠纷
本报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刘考勇

今年3月份，唐庙乡陈南
村村民王玉环、张爱玲、张凤
芝与乡供销社因土地权属问
题发生纠纷，双方矛盾眼看难
以控制，村干部赶紧找来了曹
凤梅。

原来，2007年陈南村村庄规
划时，王玉环、张爱玲、张凤芝3

户邻集市的门头房被村委会征

用，村委会给她们每户安排了
宅基地，均位于供销社一块闲
置的土地上。没过多久供销社
职工要在这块土地上盖超市，3

户村民认为得到了村委会的许
诺，坚决不让，双方发生纠纷。

为安抚双方当事人的情
绪，曹凤梅通过走访了解真实
情况后，与双方当事人经多次

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由供销社
职工拿出10万元补偿3户村民，
当事村民3天之内将涉事土地
上所添置的东西清理完毕……
一起长达5年之久的复杂土地
使用权属纠纷就此圆满解决。

“调解工作只有接地气，说
话才能有底气，从而促和气。”
这是曹凤梅的口头禅。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促成和气”

20年，化解纠纷400余起

110岁“寿星”张存合的长寿“秘诀”：

养女30年来悉心照料
本报记者 周千清

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郓城唐
庙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曹凤梅
一直从事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小
到夫妻矛盾、邻里纠纷，大到因项
目建设拆迁安置问题等引发的群
体性纠纷，在她的悉心调解下都
得到一一化解。20多年来，曹凤梅
成功化解纠纷400余起，调解成功
率达98%以上。今年9月份，她被司
法部评为“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曹凤梅进村化解矛盾。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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