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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床垫，可以时时监测老人的心率和呼吸；一双鞋，可以在老人忘记回家路的时候，及时预警并
精准定位，避免危险发生；一次呼叫，可随时有人上门提供养老服务。

一代代智能养老产品的问世，一个个人性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兴起，让不少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
“托举人”在重负前行的情况下，看到了事业与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可以更好兼顾的希望。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枣庄养老机构也审时度势搭上了“智慧养老”发展的快车。从事十六余年养老行业
的专业人士褚峰创建的“星链式”居家养老模式，为解决养老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2035年，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将突破4亿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老人
无人交流照料”......是摆在当下
普遍中年人面前一个个绕不开的
现实问题。

今年45岁的枣庄市民李先生
在一家企业任职销售主管，父母
七十多岁，两个孩子一个明年准
备高考一个在上小学五年级。繁
忙的工作让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
家人，更不用说照顾年迈的父母。

“两位老人心脑血管方面都不太
好，之前得过脑血栓，留下一些后
遗症。”谈起以后的养老问题，作
为独生子的李先生直言很焦虑也
不敢想，“还好二老现在都还能自
理、照顾自己，可再过几年要是不
能动咋办？”

“孩子不在身边，以后养老指
望不上孩子我们就好好锻炼身
体，两人相互照顾。”58岁的刘女
士和老伴退休后常常在公园锻炼
身体，平日非常注重身体的保养。

“儿子在河北工作，儿媳家是河北
的，小两口已经定居在那里。”刘
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希望他们能
到河北定居，方便照顾父母，但刘
女士说，她本身还有年过八旬的
父母需要照顾，再一个作为土生
土长的枣庄人习惯了本土生活，
这把年纪再搬到一个陌生的环
境，她和爱人都不愿再折腾，与其
今后让儿子儿媳面对四个老人的
养老问题，不如现在好好锻炼身
体，老了也少给孩子添麻烦。

俗话说“养儿防老”，当下以
70、80、90后社会主力而言，“421”
倒金字塔式家庭结构，让上有老
下有小的“托举人”负重前行，“空
巢”现象也让“养儿防老”变得力
不从心，养老问题如今已成为社
会普遍关注又亟待解决的痛点难
点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时
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
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
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当
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养儿防
老”传统的养老模式显然已不能
负荷日渐增长的老龄人口，现有
的养老体系在面临三大挑战，那
就是如何解决老年人的生活保
障、日常照料、精神慰藉。

“黑科技”来袭，在家动动
手指就能“自由养老”

“床垫、手表、拐杖、鞋......”一
些看似普通的生活用品，在今天
被赋予了“黑科技”智能产品的新
用途。

“我们现在有100多款智慧产
品可供老年人选择。”日前，在星
链养老枣庄市薛城区西苑社区样
板项目办公室内，项目创始人褚
峰向记者介绍，有些老年人不喜
欢或不习惯戴手环等外接设备，
所以围绕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下功夫做产品，比如老人出门肯
定要穿鞋子，那就在他穿的鞋子
里面安装定位器，在后台设置好
距离，如果老人走出设定的区间
范围，平台和老人子女就会收到
预警通知，并迅速定位老人的位
置，减少老人走丢的情况发生。

“这款床垫看似普通，但老人
睡在上面后台就能时时监测到心
率、血压等健康指数，老人的子女
或监护人就能通过手机端时刻了
解老人的健康状况。”褚峰告诉记
者，这些智能产品的价格并不高，

单品百元左右，正常情况下，一千
元以内就能满足对老人居家养老
所需的健康监测、动态监测、紧急
呼叫等基本需求。

“这个东西真好，前两天我夜
里不舒服，头晕打不了电话，正着
急时，褚院长就打来电话，并给社
区服务站派单过来查看。”西苑社
区85岁的牛老太是社区第一批试
用智能产品的老人。老人告诉记
者，小儿子和女儿都在北京，大儿
子在枣庄，她身体还不错能够自
理，所以不愿去养老院也不愿给
儿女添麻烦，这床头上安装了呼
叫器，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急
事可以随时呼叫，非常方便。

除了“黑科技”产品外，互联
网也被用到了星链养老服务工作
中。“你现在看到的后台地图上这
一个个小头像就代表着一位老
人，如果发现老人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的后台就会发出预警，我们
会在第一时间联系老人，如果老
人有什么需求也可直接在手机的
小程序里下单或者通过呼叫器通
知我们，会有专人上门服务。”褚
峰边向记者演示星链独有的三级
架构预警平台边介绍道。

“这个项目是依托星链式智
慧养老平台全方位服务老人，主
要服务对象是独居老人和留守老
人。”褚峰告诉记者，他本身做养
老行业已经十六七年，比一般人
更能理解老人的想法，人到晚年
再去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这对
老人的身体和健康无疑都将带来
伤害。所以在互联网改变生活的
大环境下，在国家政策扶持的背
景下，他也一直在探索思考养老
事业的转型发展，希望通过技术
的加持、模式的创新，为老人们打
造一个“没有院墙的养老院”，让
老人们能在自己最舒适的环境中
安享晚年。

满足需求，壮大产业，“银
发经济”蕴藏诸多机遇

当前市面上的“智能养老”产
品也不断在升级迭代，难道养老
仅靠智能产品或小程序、客户端
就能真正被赋予“智慧养老”这个
定义？

“现在所有的智能产品在我
看来只是一个服务工具。”褚峰语
重心长地说，养老不应该是一个

家庭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
任。

记者在“星链养老”小程序
上看到，首页有一排关于老人各
种服务需求的菜单，老人一旦发
出需求，具有相关能力的人员会
在平台上接单，为老人们及时提
供服务。

“这种模式不但满足老年人
的生活需求，同样可以带来一份
就业岗位，或者为社区附近一些
有空闲或闲暇时间的人带来一
份额外收入。”褚峰说，这是一件
双赢、共赢的过程，他做这个项
目的初衷也是希望将“全社会共
同参与养老”的模式推广出去，
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养老问题，投
身养老行业。

在2022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专章提
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其中提
到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老龄社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蕴
藏着机遇，其中“银发经济”就有
着巨大产业发展空间。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了系列
支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推动市场回应老年群体需求。
2019年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打造
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
系”；202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
培育银发经济”“发展适老产业”
等，这些都带动了资本对老龄产
业项目的投资。

“要精准满足老年人需求，壮
大老年用品产业”，而创始人褚峰
也正是抓住了“银发经济”带来的
机遇，不断摸索创新新型养老服
务模式，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
智慧养老带来的红利，同时他也
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养老，希望正
在从事养老行业的人加入进来，
落实养老服务，为自己身边的老
人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枣枣庄庄探探索索出出星星链链式式居居家家养养老老新新模模式式
记者 林佩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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