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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南风3～4级阵风6～7级，14～30℃
13日，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风转西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9级，14～29℃
14日，晴转多云，南风2～3级转西南风3～4级，13～34℃

推动“养老”变“享老”

“小度小度，打电话给淄
博市中医医院……”

“你能看清楚这个药吗？”
家住淄博高新区华瑞园

社区的退休老人潘玉娥是长
年独居，孩子长期在外工作不
能陪伴左右照看，智能设备

“孝百通”便成为她日常生活
的陪护助手。

“平时用它听听新闻，了
解社区里有什么重要活动，找
人帮帮忙，非常方便，真是赶
上了好时候。”潘玉娥说。

在多数老年人“养老不离
家”的愿望下，社区将成为未
来“中国式养老”的重要场景，
为老年人服务将成为检验社
区服务质效的最关键一环。
以“孝百通”作为智慧抓手的

“孝之源”，在全国首创“三五
七”模式，引发了外界的广泛
关注。其创始人张梅最近几
乎每天都在忙着迎接来自不
同地域的参观团。

“省内的有济南、东营，外
地的有来自内蒙古和河南的，
都来学习我们的智慧居家养
老经验”。张梅告诉记者。

那么，何为“三五七”
模式？

张梅告诉记者，“三”，是
通过智慧化手段，把社区、家
庭、老人连接起来，构建以智
慧社区为平台、以智慧家庭为
基础、以智慧养老为根本的

“三位一体”发展格局；“五”，
是通过以弘扬孝文化起航、以
人工智能赋能、以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以服务居家养老落
地、以全国连锁定位五个路
径，引领行业规范发展；“七”，
是强化党建引领、长者食堂、
医疗保健、文体娱乐、养老设
施、志愿服务、智慧居家养老
进社区七个支撑，推动业态融
合增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五
七”模式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过程中，为有效破解居家
养老服务的痛点、难点、堵点
问题所应运而生的可推广、可
复制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在现实中，这一模式极受
欢迎。

“三五七”模式建立的以
社区为依托、企业微利参与的
居家养老模式，可以有效减轻

家庭负担，提高老人生活质
量，分担政府日益繁重的任
务。此外，“三五七”模式通过
智慧社区平台，可以实现“AI
+互联网+N”多种功能。目
前，人工智能终端“孝百通”，
已经开发出“我、信、服、医、
食、购”六大板块，拓展到社区
公告、医疗保健、家政维修、母
婴护理、文体娱乐、在线课堂、
社区团购等18大类177项服
务，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专业、
更智能、更精细的服务，让幸
福养老在“家门口”落地，实现
了行政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
的转变，这是构建现代化养老
服务体系的必然选择。

“在这里活动，不仅有音
响等设备让我们用，还有休息
的地方，我们活动完了可以去
一楼的放心食堂吃上热乎的
饭菜，回到家以后还有‘小
度’。需要什么服务，服务站
的工作人员就会帮我们解决，
很方便也很暖心。”

淄博高新区华瑞园社区
居民刘兰美每天都会来到“孝
之源”服务站“报到”，与老姐
妹们一起唱歌跳舞，看书聊
天，乐享社区养老模式。

近年来，淄博以社区养老
服务为切入点，把中国式现代
化战略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融为一体，历
时两年，四次升华，在全国首
创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
养老“三五七”模式，并成功落
地淄博高新区华瑞园社区。

社区有“智慧”，百姓得实
惠。“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依托社区
数字化平台和线下社区服务
机构，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

圈。随着“三五七”模式的落
地，智慧社区已在淄博初见雏
形。华瑞园社区以人、车、地、
事、物全要素动态智能管理，
建设了立体化智慧社区综合
服务平台，包含社区党建、社
区安防、社区指标等六大模
块，可实现政府、物业居民信
息共享、完全联动。

“我们建设智慧社区，将
互联网+融入社区管理，依托
适度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以
智慧社区应用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为支撑，平台可以实现社
区居民生活的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互动化和协同化，
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
的生活环境。”联通（山东）产
业互联网公司淄博办事处副
总经理刘德智介绍。

此外，华瑞园社区还同步
建设了智慧门禁、智能路灯、
充电设施等10余项智慧社区
基础设施，使越来越多的“智
慧”被应用到社区智慧场景
中。同时，围绕社区老年人智

能化需求，智慧家庭建设也步
入快车道。

中国式现代化落地社区，
最大的障碍是行政约束减弱
以及人员流动性强、高度陌生
化。“三五七”模式针对这些问
题，通过结构重整和认同凝
聚，使社区成为基于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之上的守望相助、尊
老护幼、知礼立德、居民自治
的现代熟人社会。该模式也
因此获得了强大生命力，目前
业务范围已扩展至北京、天津
等地，全国建设运营服务中心
及社区食堂24个，服务十万余
人次。

去年11月，山东颐养健康
集团养老有限公司与“孝之
源”就共建“三五七”模式签
约，双方将建立股份合作公
司，强力推进“三五七”模式落
地见效，打造智慧社区居家养
老新样板。

今年“五一”期间，临淄雪
宫智慧社区·家庭·养老综合
服务中心试运营，这里最为核

心的业务就是智慧居家服务，
通过智慧终端平台实现便捷
沟通，机器的背后依然是充满
温度的24小时客服。

“这里将依托未来建设完
成的智慧社区大数据及功能，
更好地提供服务。”山东颐养
健康集团孝之源智慧养老有
限公司总经理段萍萍告诉记
者，目前这里已在册自行注册
100人，社区提供30人信息的
录入，近期正上门安装调试。

社区现代化是城市现代
化一体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
组成部分，既是城市现代化的
底层基础，也是城市现代化的
末端呈现。“三五七”模式推动
实现了淄博新时代城市治理
现代化，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
到治理全过程之中，为城市减
负增能，更多资源下沉到社
区，充实了工作力量，加强了
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应急反应
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夯实了
城市治理基础。

夯实城市治理基础

随着我国老龄化、高龄化、空巢率不断升高，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问题成为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

如何让老年人既不必离开居家环境，又能及时得到生活、医疗方面的服务？如何充分展现中国式现
代化现实场景，实现更高质量的“老有所养”？淄博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社区养老的淄博实践

在临淄雪宫智慧社区·家庭·
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的雪宫餐厅，
记者看到这里整体风格被设计成
了“记忆疗愈—重回齐鲁石化大
食堂”。据了解，这是雪宫社区特
色，因为这里大部分老年人为齐
鲁石化退休人员。

“智慧化的自选和结算系统，
将老人的健康档案数据关联，做
到串联变并联的用心关爱服务，
堂食就餐54人，早中晚三餐，500
人每天的制作设计，可接受外卖、
团餐、包间套餐等。”段萍萍介绍，
另外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
求，也从运营角度考虑，这里还打
造了齐风和韵厅等特色餐厅。

作为社会化产物，“三五七”
模式尊重市场规律，将企业盈利
点置于智慧社区建设、运维的全
过程。一方面，积极争取各级智
慧社区和智慧养老两大类政策，
推广全国各地智慧社区建设项
目，实现以智慧社区建设反哺社
区养老服务项目。另一方面，通
过搭建平台，为更多企业、产品、
服务进入养老领域，提供了较好
的切入点。目前已纳入老年人各
类信息11.9万条，架构大数据模
块13个，链接各类养老服务商1.3
万余家，为破解社区服务行业盈
利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

“我们计划在烟台建立与‘三
五七’模式相配套的产业园，以更
好地推广发展社区智慧养老。”张
梅告诉记者，“三五七”模式已在
淄博高新区、临淄区、东营市、烟
台莱山区多点开花。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亿、占比18.9%；我国养老呈
现出“9073”格局，即90%的老人
选择居家养老，7%选择社区养
老，只有3%选择机构养老。两组
数据结合不难发现，选择居家养
老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4亿。

在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成为
趋势的情况下，推广“三五七”模
式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
行动。“‘三五七’模式在经济建设
中的定位是社区经济的兴起，属
于新赛道，在文化建设中的定位
是弘扬和传承孝文化，在社区建
设中的定位是为老年人居家和社
区养老插上了人工智能的翅膀，
在政治建设中的定位是中国式现
代化社区（村居）、家庭、养老的具
体实践，中国首创。”淄博市政府
研究室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机
关党总支书记王俊法连用4个“定
位”来形容“三五七”模式。据了
解，该模式已经被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会认可，拟推向全国。

“三五七”模式发挥智慧社
区、智慧家庭、智慧养老的叠加效
应，为国家分忧，帮儿女尽孝，让

“五个老有”目标在社区就能基本
实现，助力全省智慧社区（村居）
全覆盖目标的达成，重构了政府、
社区与企业之间协商、合作、互
动、共赢的关系，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社区（村居）、家庭、养老
的具体实践。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社区
居民正在
体验智能
设备“孝
百通”。

在临
淄雪宫智
慧社区·
家庭·养
老综合服
务中心，
老年人文
体生活丰
富多彩。

社区养老，“庭院深深深几许”
——— 淄博“三五七”模式有望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