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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促进健康老龄化
◆  唐 钧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

克强总理十次提到“养老”，

他还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

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

质量。

在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当

今世界，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制

度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福利保障制

度。20 世纪后半期以来，联合国

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

化”和“积极老龄化”，以及与老

年人长期照护密切相关的3个重要

文件——《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政

策的国际共识》《关于老龄化与健

康的全球报告》《中国老龄化和健

康国家评估报告》，其中表述的价

值理念、工作模式与方法技巧，与

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完全相通。

若论老年社会工作，这些文献应该

是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

譬如，健康的老龄化，这个概

念并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因为对

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维持功能发

挥是最为重要的。又如，积极老龄

化强调的是一个为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尽可能优化其健康、社

会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再如

长期照护则提出，保持参与社区、

社会和家庭生活；关注住房的环

境性适应和提供辅助装置以弥补

功能减退；评估和评价社会照顾

和卫生保健状况，产生明确的照

顾计划并由适当专业人员和准专

业人员采取后续行动；明确地承

认和满足精神、情感和心理需要；

提供对家庭、朋友和其他非正式

照顾者的支持；由具有文化敏感

性的专业人员和准专业人员提供

支持服务和照顾。看了这些社会工

作者会想到什么呢？科学助人、助

人自助、优势视角、案主自决……

既然如此，现在党和政府发出

号召，社会工作者如何担任社会福

利制度和政策的传递者，就成为一

个不容推辞的社会责任，也是我国

的社会工作与社会需要及实际工作

联手，进一步向深度发展的契机。

因此，对于老年服务和社会工作实

践都要积极地做出回应。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美好生活”

的目标。但是，在当代社会中，并

不是所有的社会群体与这个目标

都是等距离的，这就是发展“不平

衡”和“不充分”的一种表现。在

所有的人群中，离这个目标距离最

远的有两个社会群体，一是贫困

人口，二就是失能老人。社会工作

作为科学助人的专业和职业，作

为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的传递者，

应该对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这样

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经济发展的

大趋势表现出敏感和热情。

如今在老年服务机构中，常常

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者的身影，但

承担的工作大多是组织老人开展

各种活动。在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也会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

参与，但通常是争取政府购买的

各种服务项目。可见，目前的老年

服务中，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

工作者处于“活动社工”和“项目

社工”的层次，是被动地完成“上

面”布置的任务，但主动性和创

造性比较欠缺。

当然，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

在国内一些著名的老年服务机构，

譬如天津的鹤童老人院、上海的

银康老年公寓，有社会工作专业背

景的年轻才俊正在受到重用。他

们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社会工作知

识与技巧很好地与老年服务的实

践结合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培训

和锻炼后，如今都走上了机构管

理者的岗位。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精

细的社会，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不

应该再满足于在通识层面上讲述社

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满足

于教授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方法，

而是要将这些理论、方法、技巧与

社会需要、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与

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不同需要结合起

来，追求进一步的专业分工。

怎样把老年社会工作与老年

服务、长期照护紧密地结合起来？

也是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践

面临的考验。一方面，在老年社会

工作教学和实践中，应该将上述三

个重要文献阐述的基本精神和国际

共识融入我们的教学和实际工作中。

另一方面，既然是服务，就不应该

将自己局限于教科书式的社会工作，

而要学习很多与服务相关的其他领

域的知识，包括老年生理学和老年

心理学的知识，也包括一些医学、

药学、康复和护理的知识，这样才

能使我们在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

领域中真正地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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