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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冈山县一家养老院内，一位教
师使用平板电脑教老年人绘画。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19年版老龄
社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10月1
日，日本国内65岁以上老年人总数达
3558万，占总人口的28.1%。随着老年
人数量和比例进一步增加，日本社会面
临的养老压力与日俱增。

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并过上高质
量的生活，成为考验日本社会未来发展
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一些别具特
色的养老模式在日本应运而生，为缓解
养老难题提供了启示。

远程看护
分担异地子女照看老人的重任
家住日本鸟取县米子市的神户贵子

女士正在把自己开创的“远程看护”养老
模式向日本各地推广。“远程看护”的服
务对象主要是子女在外地工作的老人，
本应由子女承担的陪伴就医、购物、照看
等事宜，交由老人所在地的专业人士来
完成。“使用‘远程服务’，不仅提高了老

人的生活质量，也减轻了年轻人的负
担。”神户贵子告诉记者。

这一创意源于神户贵子的个人生活
经历。“2002年，我在家全职照顾2岁和
4岁的两个孩子，而当时子女在外地工作
的伯父伯母也需要照顾。于是丈夫说，

‘你不工作，且持有护士资格，你来照顾
伯父伯母吧’。对我来说，具备看护知
识，照看相对容易。”

“之前并未想过要创业，2010年以
后，由于我有护士资格，身边的很多朋友
都委托我帮忙，短时间陪老人去医院看
病。我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创业
的项目。2014年，我注册成立了N·K·C
公司。”神户贵子说，公司的主要目的是
为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提供专业化
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要做的是充分发
现并招募潜在的护理人才，为在大城市
工作的上班族分担照看老人的重任。“一
位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原来不得不经常
回鸟取县老家陪父亲去医院看病。这不
仅影响他的工作，而且也让他的父亲感

到自责。现在这位年轻人使用我们的服
务，解决了陪父亲看病等问题，他只需要
在休假时回乡看望父亲，父亲和儿子两
全其美，心情都更愉快了。”神户贵子说。

据厚生劳动省的估算，日本全国有
71万拥有护士资格的人却没有从事相关
工作，另外，还有66万人拥有看护资格
也没有从事相关工作。N·K·C公司所做
的，就是招聘这些具有护士和具有看护
资格的潜在人才，提供专业看护服务。

神户贵子介绍，目前按照工作难度
和复杂程度，公司员工分为白金、黄金、
白银、青铜4个级别。白金级和黄金级
是持有日本政府认定的护士资格证或看
护资格证的员工，能够进行一些医疗辅
助护理。白银级和青铜级员工则主要从
事陪伴就医、购物、辅助烹调等工作。目
前公司的“远程看护”养老模式，已延伸
至鸟取县以外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大阪
府等地。

以老养老
让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双赢
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越

来越多的人需要专业看护。日本厚生劳
动省《看护保险事业状况报告》指出，截
至2019年 12月，日本需要看护的总人
数约为669.9万人，预计到2040年将达
到988万人。

然而，根据厚生劳动省推算，2020
年日本看护人员的缺口约为26万人，预
计到 2025 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55 万
人。如何增加和培训看护人员是日本养
老产业亟须解决的问题。去年4月，日
本政府开始允许持“特定技能”的外国人
在日本从事看护工作。

除专业的看护人员，日本很多养老
机构也在积极雇佣老年看护人员。以老
养老正在成为日本社会的常态。据《日
本经济新闻》报道，在茨城县一家拥有大
约30名员工的养老机构看护人员中，
55—65岁的有10人左右，65岁以上有8
人，70岁以上有4人，年龄最高者为84

岁。这名84岁的女性员工原先是护士，
工作到70岁才从医院退下来，然后转到
养老机构工作。现在每月工作20天左
右，依旧身体健康、思维敏捷。

无独有偶。在N·K·C公司里，一位
非常受客户欢迎的员工是75岁的渡边
女士。渡边以前在一家医院担任护士工
作，退休后就加入了N·K·C公司。“‘以
老养老’让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双赢。渡
边女士跟需要照顾的老人年龄接近，没
有代沟，更了解老年人的需求，深受老年
客户欢迎。不少客户点名要渡边女士照
顾。”神户贵子介绍。

日托养老
兼顾专业照看与家的温暖
在东京某居民楼附近，8时许，常会

有一辆小型面包车停在一户居民门前，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从居民家中接出来，推到面包车配备的
自动电梯上，送到养老院。傍晚时分，工
作人员再开车把老人送回家。

在养老院生活的一天里，工作人员
除了给老人提供洗澡、午餐等服务之外，
还进行一些康复训练。这种“日托养老”
的方式最近在日本非常流行。对于老人
来说，可以享受到专业的服务，增加与其
他老年人交流的机会，老人的家属也有
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如果老人的家属突
然有事，有些养老院也接受老人住宿，或
短期居住。

据统计，当前日本全国日托养老机
构已经达到4.3万所，是所有养老机构中
发展最快的。记者一位60多岁的日本
朋友荻野先生想跟太太和孩子去国外旅
游，但是80多岁的母亲需要照料，于是
他事先联系好一家养老院，把母亲安排
妥当。等从国外回来之后，再把母亲接
回家。“日托养老让我们能兼顾工作生活
并照顾好母亲，老年人既能在养老院受
到专业的照看，又能随时回家感受家庭
的温暖，确实帮了我们大忙。”

据《北京青年报》

发生火灾后，被困人员如何
第一时间安全、快速逃生，是长期
以来困扰大家的问题。近日，晋
城消防指战员发明的一款逃生神
器“高空逃生器”，有效解决了这
一问题。这款“高空逃生器”目前
已获得国家专利，历经多次革新，
初步具备了市场应用条件。

晋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沁水大
队大队长白江泽是这款神器的发
明人。2003年入伍后，他一直从
事消防救援工作，在参加过大大
小小数百起救援后发现一个问
题，由于楼内群众得不到第一时
间救援，不得已自救，极易造成人
员伤亡。目前，市场上的自救产

品虽然比较多，但操作比较复杂、
不安全，在实际火场当中运用的
很少。

因此，能不能设计出一款，简
单实用又安全可靠的救援设备，
便成了白江泽的一个愿望。通过
查资料、画图纸、做模具、反复试
验，白江泽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
用于高层楼房发生火灾后楼内人
员逃生的“高空逃生器”。

这款“高空逃生器”由外壳
体、卷筒和升降机构成。卷筒内
缠有钢丝吊绳，利用电池对升降
机进行上下拉升。只要把钩子挂
在逃生器的钩子上，锁死，按下降
钮，自动下降，松手自动停止；要

上升的话，按上升按钮，自动上
升，松手自动停止。这款“高空逃
生器”操作十分简单，对使用者个
人素质要求不高，也不需要专业
培训，绳索采用钢丝绳承重并有
自动锁死装置，在发生意外时可
以自动锁死，可承重量达500千
克，一次可以救援3—5人。

经过多次试验和技术论证
后，白江泽向有关部门进行了申
报，并成功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国家专利证
书。下一步白江泽将根据救援实
际和老百姓的需要，继续改进研
发此款产品。
晨报记者张彦 特约记者商昌吉

“蓝朋友”发明“高楼逃生器”获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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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兴起新型养老模式

新华社伦敦 2 月 24 日电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24日刊
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与世
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
瓦米纳坦共同署名的文章，介
绍了科学界应对新冠病毒的努
力，特别称赞了中国科学家共
享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信息等
贡献。

文章说，中国医生们在流感
季迅速识别出新冠病毒，并通
过全球科研网络与国际同行共

享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信息
等，这为后续科研工作奠定了
基础，有助于加速开发针对新
冠病毒的疫苗和药物。

文章还说，中国有关部门在
应对和防控本国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所做的不懈努力，不但为
其他国家在防控疫情上争取了
宝贵时间，还为国际科学界共同
应对这一疫情“铺平了道路”。

文章介绍，全球科学家正抓
紧研究更好的检测、治疗、防控

手段。此前世卫组织召集众多
科学家出席的论坛已形成一份
科研路线图，它将在 2 月底发
布，其中会阐述相关规划，以帮
助防控疫情、降低病亡率、将疫
情对经济和社会的损害减少到
最低程度等。

文章说，通过与各国政府、
私营机构以及科学界中的伙伴
开展合作，“我们会继续召集国
际社会成员，寻找应对共同面
临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

世卫官员撰文称赞中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研究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