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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年轻时存时间、年老时兑服务”是眼下江苏省南京市很火的“互
助时间”养老新模式，它的“新”就在于能有效调动志愿者积极参与、设
立养老互助平台专项基金确保“刚性兑付”。南京全市范围内实现“互
助时间”通存通兑，通过这一创新制度设计，降低养老成本、提高养老
水平，让老人居家养老更安心、更放心、更舒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南京市
创新打造的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巧妙融合了养老服务与志愿服务，
将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有效结合，推动全社会形成以志愿服务为核心、
互帮互助、共建共享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
展，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友好型社会。

试水

虽过立秋，南京的气温仍居高不下，室外酷热难当，但一走进南京
市栖霞区姚坊门王子楼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扑鼻而来的绿豆汤的
香味透着丝丝清凉。今年70岁的吕秀英又在为社区老人们熬煮拿手
的绿豆汤，“每到夏天，一大早我就要到社区报到，熬好汤，晾一会儿，
等到11点，正好给社区老人送午饭时带上。”

上门走访、送餐到家、陪聊、代买……这是吕秀英作为姚坊门公益
时间邻里互助项目志愿者的日常。从2014年加入“公益时间”大家
庭，有10年志愿服务经历的吕秀英已经累积了4631小时的“公益时
间”。“也许等我年龄再大一点能用上，可以换取其他人为我服务。用
不上的话，还可以给子女继承，或者捐赠到街道‘互助时间’大池子里，
帮助有需要的人。”

随着社区居家养老逐渐成为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队伍的扩充和
稳定是提供有效服务最根本的问题。养老志愿者将自己提供的志愿
服务时间存储起来，在年迈后需要别人为自己提供服务时，再用这些
存储的时间进行兑换，以实现居家互助养老。

最早试水“公益时间”项目的栖霞区尧化街道，目前辖区内13个
社区已实现项目全覆盖。该项目由街道成立的姚坊门慈善基金会发
起并负责顶层设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具体承接执
行。

南京市姚坊门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魏应保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我们在运行模式上参照商业银行运作机制，通过相
应的存、取规则和激励机制，使志愿者通过累积志愿服务时间，兑换其
他志愿者为自己提供服务。”

在栖霞区尧化街道，多元化的增值服务也在持续探索中。来自企
业、学校等社会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将存入团队账户名下。这些时间

“储蓄”，既可以兑换成街道提供的团队建设、活动支持等方面的相关
服务，也可以捐到街道级“时间账户”用来帮扶需要服务的高龄老人。

截至目前，姚坊门“公益时间”邻里互助项目共有8418名志愿者、
62个志愿团队，为9732位居民提供家政服务、居家护理、关爱交流、外
出代办、家庭维修等6大类服务，其中服务老人6895人，累计服务居
民达105.9万人次，服务时间61.8万小时。

覆盖

街道一级试水成功，也给南京养老社会化服务提供了崭新思路。
2019年，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应运而生，这是由南京市委、
市政府牵头主导，市民政局负责具体落实的互助式养老工程。

南京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市、区政府领导下，
由民政部门会同相关负责部门，对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进行分级管
理。街道（镇）、社区（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
服务点，开展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政策宣传，帮助老年人发布服务
需求，指导市民注册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志愿者，根据需要开展志
愿者培训，协调志愿者与老年人之间的服务对接等工作。

记者观察到，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主要聚焦两类老年人，一类
是存有时间的老年人；另一类是政府免费发放时间的老年人，包含特
困老年人、低保家庭中失能（失智、残疾、重病）老年人、80岁以上且没
有子女或与子女不在一起居住的“双老”家庭或独居老年人、60～79
岁的农村留守老年人。服务内容则包括助餐、助医、助浴、助洁、助行、
助学、助急、助乐、助购等9大类。

“又有新订单了！”32岁的王星璇笑着把手机递过来展示，只见
她熟练地打开“我的南京”App，在互助时间管理板块下，看到了来
自鼓楼区的一条上门助医订单，她心领神会，立刻接单。“这单是需
要膀胱冲洗的杨阿姨。”80多岁的杨阿姨常年卧床，需要定期导尿和
冲洗膀胱，普通志愿者根本完成不了这样的服务，但是对于有着临

床护士资质，又在养老机构上班的王星璇不在话下。“虽然只记录1
小时的服务时长，但能为杨阿姨服务，我很开心。志愿服务就是帮
助别人，快乐自己，为未来的自己储蓄时间。”

记者注意到，在手机互助时间管理板块的订单大厅内，每天不断
有新的需求发布，也不停有志愿者踊跃接单，发布、接单、服务完成评
价等操作就像网约车司机接单操作一样简单易学、清晰明了。

“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发展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是
扩大养老服务社会参与、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有效举措。

2023年 10月，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系列指南发布，主要对
管理服务机构建设运营、时间账户管理、志愿者管理、服务对象管

理、服务流程及标准、奖励与惩处机制、信息平台建设、矛盾调处与
舆情处置等9项工作提供实施指导。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服务
项目则新增到38项，包括新增技能辅导、文化类娱乐等服务项目，
可更好满足老年人在文化与精神层面的需求，也能吸引更多志愿
者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助推养老服务的代际传递。

根据南京市民政部门最新统计，南京市、区、街道、社区依托现有
养老服务设施设立站点1300多个，覆盖95%以上的城乡社区；注册成
功的志愿者人数超7万人，注册服务对象26万人，完成订单112万个，
累计服务68万小时。

链接

“我躺在床上两年，没法洗澡，只能简单擦一擦，要不是小杨他们
几个年轻人帮我，真不敢想……”90多岁的失能老人张爷爷激动地
说，家人也在一旁连声感谢。

张爷爷口中的“小杨”叫杨函之，是江苏经贸学院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与管理专业的大四学生。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和小伙伴们跟养老服
务互助时间平台结缘，“我们的专业和这项志愿服务非常契合，大家不
约而同地注册了志愿者，希望用专业技能帮助失能老人，为自己，也为
家人存储时间。”

最初设计的助浴项目，只是简单地接送老年人洗澡，但小杨他们
会操作先进的助浴专业设备、有专业技能，能帮助高龄老人实现躺在
床上洗浴，这样的服务已经超出了当初的设计，对失能老人来说，是意
外之喜。

记者看到，助浴机包含平躺移位机和充气式助浴床两部分，加在一起
大约40斤重，给一名老人助浴需要三个懂技术的青壮年合力才能完成，

“给爷爷洗完一次澡，我们浑身也像洗了个澡，全湿透了。”杨函之说。
不仅失能老人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助浴服务，在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杨函之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毕业前，我和11名同班同学注册了
一家养老公司，专门做助浴，平时我们只要看到平台有助浴需求，就积
极接单，增加实践机会，了解市场需求。”杨函之感恩养老服务互助时
间平台让他的创业之路走得更稳健。

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开展的养老服务包含服务下单、供需匹
配、服务提供、保障反馈、时间存储等诸多环节，涉及政府、企业、高校、
医疗机构、公益组织等多方主体，借助不同主体所属资源的优势，结合
互助养老服务的特点，高效整合，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多元主体推进养
老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保障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小杜就主动申请与我绑定，绑定之后，我
有什么需求，比如明天想约个志愿者帮我打扫卫生，我就打电话给小
杜，请她帮忙发布，她每次都及时帮我发布，后续还关心服务的情况，
现在只要我需要帮助，一想到小杜，心里就踏实了。”85岁的独居老人
徐爷爷依托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下庙社区服务点的实时服务，让
他深感不再孤独无助。

这样温暖的“双向奔赴”案例每天都在南京的大街小巷温情上演，
这背后离不开信用加持。

为了保障志愿者与服务对象双方的权益，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
纳入了信誉分约束制度：志愿者或服务对象不按规定发布、接取订单、
开展服务会被扣除信誉分，一旦信誉分低于60分，则一周内无法进行
发单或下单操作，且在每次服务开始时，都会通过服务定位、人脸识别
等方式进行打卡。同时，首次上门服务的志愿者需要由社区互助时间
服务点工作人员陪同，经回访服务对象满意后，第二次才可无须陪同
直接上门服务。

不仅如此，在“时间只能用来兑换时间”的前提下，南京市给予养
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志愿者“奖励+身份福利”，一方面，授予优秀志
愿者“诚实守信好市民”的称号；另一方面，不断构建拓宽公益生态圈，
例如将餐饮店、商场、超市、理发店、洗衣店等市民高频生活的服务场
所不断加入互助时间平台，给志愿者及服务对象提供相应福利。目
前，志愿者可凭借志愿者电子凭证，享受电动轮椅免费试用、公益法律
咨询、免费观影券、免费拍摄全家福、免费旅游、免费餐饮券、老年大学
公益课程等。

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的“时间之约”探索了养老互助服务保障
措施、实现路径与提升策略，让守望相助、孝老敬老在南京蔚然成风，
持续擦亮“宁享养老，银发无忧”的南京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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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如何让社会环境更加适老宜居，

让“养老”变“享老”成为全社会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多地都在探索

推行新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因能有

效调动志愿者参与、设立基金保证“刚性兑付”等特点，受到广泛关

注。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南京市部分社区，探寻这一模式在基层治理

中如何发挥有效作用，如何保持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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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威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
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3年
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21.1%。

面对老龄化带来的“银发浪潮”，全国各地积极
扩大养老服务社会参与，探索可持续的养老新路径，
多措并举增进老年人健康福祉。“互助时间”“邻里互
助点”“农村互助幸福院”……这些新探索不仅是对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也为年轻人解决异
地养老难题、减轻养老负担提供了新思路，无疑是值
得肯定的创新之举。

南京市养老服务互助时间平台以“服务时间”
为媒介，将互助养老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打造了
一个开放共享的养老新模式。“年轻时存时间，年老
时兑服务”，年轻人利用碎片时间为周边老人提供
志愿服务，既能体验公益活动、传递关爱老人的理
念，又能提前为自己“储蓄”高龄时所需要的服务，
且积累的公益时长，除了留给自己老了以后使用，
也可转赠给亲友，或者赠送给有需要的孤寡老人，
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互助时间”在
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亟须加强顶层设计和制
度供给，以确保其健康、持续发展。

一方面，“互助时间”本质上仍属于志愿服务范
畴。志愿服务活动不是一次的热心、一时的热闹，只
有以制度化的组织、规范化的管理、科学化的运作护
航，才能行稳致远。另一方面，老有所养不是“一家
之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互助时间”为代
表的互助养老模式虽然在多地推开，但若要长久运
行，还需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如“互助时间”目
前并不支持“跨地转账”，需要打通资源壁垒，解决跨
区域“通存通兑”问题。因此，应将政府、市场和公益
三种力量融合，细化设计，给予该模式必要的政策托
底，以此来保障未来养老服务的“刚性兑付”，集全社
会之力共同守护好“银发一族”的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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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顶层设计完善顶层设计，，让互助养老行稳致远让互助养老行稳致远

▲▲

南
京
市
互
助
时
间
平
台
链
接
旅
行
社

南
京
市
互
助
时
间
平
台
链
接
旅
行
社

举
办
志
愿
者

举
办
志
愿
者
公
益
行
活
动

公
益
行
活
动
。。

受
访
者
供
图

受
访
者
供
图

▲▲““互助时间互助时间””志愿者为老人送餐志愿者为老人送餐。。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互助时间互助时间””志愿者和老志愿者和老人共度端午节人共度端午节。。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互助时间互助时间””志愿者为老人代购志愿者为老人代购。。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