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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十大流行语出炉

“家床”服务，你想要的都有

扫描二维码
网上订阅

《快乐老人报》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金州律师事务所 刘岳 冯观

发行服务热线：11185（邮局）
0731-88906498（报社）

广告热线：0731-88902498
新闻热线：0731-88905158

读
者
服
务
电
话

执行总编辑：何谷
本版主编：邹东锋
本版版式：孔丽 校对：尹华智

三年前，我在花店的角落里发现一
盆凋零的蟹爪莲，经与老板协商，五元
钱成交。我喜滋滋把花搬回家，忙着换
盆、换土、浇水、整型，把它放在了卧室
的窗台上。

在我的照料下，原本孱弱的小苗一
天天茁壮成长起来。三年来，它的枝条
越来越多，花苞也越来越多。初冬时

节，花开喜人。我在朋友圈里分享它的
美丽，大家夸这花养得好，无论是造型
还是花朵大小和数量都堪称一绝。

花草就是这样。只要你投入了感
情和精力，它就回报你足够的爱意。（河
北石家庄 宋丽娟 55岁）

征集 欢迎扫二维码加入
微信群，在线投稿、交友。

一副老花镜
使用期限两三年

记者走访多个配镜点
发现，按年龄配老花镜的情
况很普遍，有些店家甚至缺
失瞳距标识。北京同仁医院
验光配镜部主任吴敏提醒，
老人配眼镜前应先去医院或
专业机构验光。老人的老花
程度会随年龄而加深，一副
老 花 镜 使 用 期 限 为 两 三
年。（摘编自《北京晚报》）

加强养老机构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民政部日前印发《养老
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将
其作为养老机构监管的重
要依据，单独或者联合有关
部门在养老机构行政检查
中加强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摘编自央视）

绿色外卖
国家标准发布

近日，《绿色外卖服务
规范》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在餐品外卖包装与材料使
用方面，规定应在满足包装
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选用对
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
小，资源能源消耗少的包装。
（摘编自《中国经济导报》）

12 月 4 日，《咬文嚼
字》编辑部发布 2023 年
十大流行语，除了新质生
产力、双向奔赴、人工智
能大模型、村超、特种兵
式旅游、显眼包、搭子、情
绪价值这些词语外，还有

“多巴胺××”“质疑××，理
解××，成为××”这两个造
句格式。

《咬文嚼字》主编黄
安靖介绍，与往年相比，
今年出炉的十大流行语
年度特征明显，折射社会
生活面貌。比如，“人工
智能大模型”，折射出人
工智能正走进一个全新
时代，这将改变人类的生
产、生活甚至思维方式。

“村超”则是推进全民健

身、振兴乡村实践的生动
诠释。“特种兵式旅游”则
凸显出文化和旅游消费
持续复苏回暖下人们积
极的生活、精神状态。“显
眼包”是新一代渴望释放
个性、追求“与众不同”心
理需求的折射。“搭子”的
流行，说明一种新型的

“无压力”社交关系模式

的出现。
此外，今年出现的大

量流行语展现出人们强
大的语言创新能力。“显
眼包”“搭子”为原词增加
了新的内涵；“多巴胺××”

“ 质 疑 ×× ，理 解 ×× ，成
为××”为汉语语法库增加
了新的造句格式。（摘编
自《北京晚报》）

从 2019 年起，上海
首先在中心城区开展家
庭照护床位试点，至今已
有四年。“家床”就是把养
老院的专业服务搬到家
里，这似乎让人们心中的

“ 居 家 养 老 ”真 的 可 行
了。那么，上海试点的实
际效果如何？老人们接
受度高吗？

“家床”满意度整体较高

黄浦区老西门街道
是上海市第一批试点“家
床”的街道，93 岁的钱奶
奶是老西门街道较早申
请“家床”的老人。

钱奶奶说，自己在老
西门住了40多年，不愿意
随孩子迁往浦东。“80 多
岁时，我还能做饭、洗衣
服。现在过了90岁，很多
家务事就做不动了，但我
基本行动还利索，不高兴
去养老院。”钱奶奶申请

每天 1 小时的“家床”服
务，由工作人员擦灶台和
桌子、拖地、做饭。钱奶
奶身体不舒服，工作人员
会为她按摩、推拿。上门
护士每个月定期提供一
些健康服务，比如监测
血压等。

根据调研，参加“家
床”服务试点的家庭对各
项服务的满意度整体较
高。有 51.61%的家庭认
为“家床”服务能满足绝
大多数照护需求，还有
38.71%的家庭认为其能
满足一半以上需求。

个性化定制是一大特色

老西门街道家庭照护
床位服务中心负责人王海
水表示，根据统计，享受

“家床”服务的老人平均年
龄为81岁，而选择入住养
老院的老人平均年龄为
89 岁。“‘家床’让一些行

动不便的高龄老人能够居
家养老，同时又可以享受
养老院的专业服务，在某
种程度上也推迟了老人入
住养老院的时间。”

“家床”服务听起来
似乎与市场上的家政保
姆类似，其实大有不同。
个性化定制是“家床”的
一大特色。王海水说：

“请到的家政保姆，不可
能既是好厨师又是好护
理师，还是家务能手。但
是‘家床’服务可以让老
人同时享受不同专业团
队的照料，兼顾日常生活
照护、日常健康管理、康
乐活动等不同内容。”

数据显示，老年人群
对“家床”的需求程度与
其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受
限程度紧密相关。此外，
还有老年人希望可以教
其使用互联网 App，反映
出老年人对适应数字化
时代的需求。

受访者费用预算不高

受访者对“家床”服
务的自付费用预算不高，
大多数家庭希望费用可
以维持在每月 500 元以
内。“家床”服务赢得许多
老人及家属的认可，但也
遇到一些潜在的问题及
挑战。比如，“家床”作为
一项市场化项目，当自费
比例有所增加时，如何让
更多老人愿意为养老服
务买单，是下一阶段发展
的难题。

据报道，截至目前，
上海已有 3000 多人次使
用了“家床”服务。这与
上海老年人口基数大、高
龄人口增长快的现实需
求相比，仍存在巨大缺
口。近日，上海发文明确
积极推动家庭照护床位
规范发展，提出到 2025
年 新 增 服 务 对 象 8000
人。（摘编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