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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

人口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如何实现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已

成为当前及未来阶段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贝壳研究院以北京市海运仓社区为案例，结

合实地访谈、观察法等方法，从社区老幼服务设施供给现状、现存问题、策略建议等方

面展开具体分析，以期为更好推进社区“一老一小”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意

义。 

一、社区概况与养老问题 

海运仓社区地处二环内，是东城区政府为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按照市政府

【十九号】文件精神所实施的第一片危改项目，于 2001 年 5 月启动拆迁，9 月正式开

工，2002 年十月竣工。小区共有 18 栋居民楼，6 层板楼为主，按照老北京四合院风格

建造，回字形设计。户型涵盖一居室到四居室，主要以一居和两居为主。 

小区主要为北京本地人居住（原地回迁老住户），外来居住主要是山东和河北居多。

目前，社区常住居民人数约为 2600 户，共计 7200 余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2100

多人，占比 29.2%左右。社区老龄化问题严重，老年群体越来越依附于社区所提供的公

共服务来支持养老。 

二、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1.硬件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业态齐备、布局合理 

海运仓社区生活圈配套设施完善，社区居民在步行 1000 米（甚至 500 米）内即可

享受到商业、文体、医疗、养老、教育、交通等便捷的生活服务。从空间分布上看，生

活配套设施整体沿社区外围边界布局，且大部分业态聚集在社区“长方形”边界的西侧和

南侧，便民菜场、便利店、餐食店、理发店等均匀布局，南北侧均有布局大型医院，东

侧为学校，多元化的业态布局较好满足居民各方面需求。 

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入选 2021 年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名单。其中

便民服务方面，小区周边 500 米范围内配建有天泽祥、奥士凯东直门南小街两个便民服

务综合体，配置菜市场、早餐点、维修点、熟食店、便利店、小吃店、五金店、超市等

小型商业设施，且社区内部配有流动菜车，满足居民生活圈内的买菜、吃饭和维修等日

常需求。养老设施方面，社区内部配建有老年活动中心和下沉广场，提供文化馆、图书

馆、社区电影院、综合健身中心、舞蹈排练室、休息座椅等多种休闲设施，周边配套的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和三和养老公寓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等各项服务。医疗设施方面，

社区内部设有社区卫生服务站，周边配建东直门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大型医

院，老年群体能够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圈”。教育方面，小区周边 1000 米



内有史家小学分校、东四十四条小学、史家实验学校、北京市第二幼儿园等多个学校。 

2.软性服务：居委、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共筑社区养老服务链 

海运仓社区深挖为老服务资源，目前已形成以社区居委会、志愿服务队、社会组织

等为主体的养老服务链条，广泛关注社区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精神健康等层

面的需求。例如，社区成立社工包楼、楼门院长两级制度，充分保证老年群体生活诉求

在第一时间得到帮助或解决；社区内嵌市民活动中心，为老年人和儿童提供图书阅览、

文体活动、群文指导、社区影院、科普活动等多项服务；围绕老年人或儿童的精神文化

需求，海运仓社区积极协同外来社会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个性化活动，包括邻里节、知

识讲座、文艺演出、绘画/书法比赛、室外康体游戏等文体活动。 

表：海运仓社区“一老一小”服务内容 
服务项目 老年人服务内容 儿童服务内容 

生活照料 
理发、助餐、助浴、修脚、上门送菜等；一
刻钟便民服务 

- 

医疗卫生 
上门送药、上门出诊、中医义诊、健康宣传
与咨询、老年人医疗器械租售 

- 

精神关怀 上门问候、图书阅览、社区影院 图书阅览、创新部落 

社工活动 
社区不定期举办邻里节、安全知识讲座、室
外康体游戏等文体活动 

社区不定期举办公益讲座、
儿童文艺演出、绘画比赛等
活动 
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整理 

三、社区老幼配套建设经验借鉴与面临问题 

1.经验借鉴 

第一，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优化布局配套业态。海运仓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是以居民

实际需求为导向来配建，前期通过征询民意合理配置服务业态，后期将根据商户经营情

况与居民需求动态优化调整，形成了业态齐备、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服务便捷的生活

性服务业发展体系。 

第二，多方力量协作，共建便捷为老服务。海运仓社区便捷的为老服务环境，是在

各级政府部门资金支持与指导下，社区居委会联结社区志愿服务队、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社区家庭，以及外部社会单位等主体共同搭建，多元主体充分发

挥各自作用，为社区居家养老保驾护航。 

2.现存问题 

贝壳研究院调研发现海运仓社区在推进“一老一小”服务建设过程中，仍有待完善之

处： 

第一，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社区养老服务支撑力不够。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置、养

老驿站的运营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支持，缺少多元化途径获取资金来源，由此也导致

现有养老服务体系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而显得服务支撑力不够。在社区养老服务资金有



限的影响下，当前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更多是生活照料、医疗卫生等基础保障型需求，

精神层面为老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高龄、失能、参与能力不足的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较

难得到满足。 

第二，场地资源有限，社区为老服务场所供给不足。海运仓社区建设较早，目前现

有的老年活动中心和下沉广场与两千多名老年人和儿童的实际活动需求并不匹配，社区

内部基本没有多余场地可供增设老幼服务配套设施。 

第三，养老床位资源紧张。海运仓社区生活圈内的配套养老机构仅有北新桥三和老

年公寓，全公寓能提供的全托式养老床位仅 76 张，数量尚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居

住需求。 

第四，中青年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不足。目前社区内部为老志愿服务人员主要是

由社工与低龄老年人组成，面对社区内部越来越多的高龄老年人口，难免会力不从心。

如何吸引中青年力量进驻社区参与为老服务，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四、策略建议 

以海运仓社区为典型案例，贝壳研究院分析发现社区“一老一小”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典型问题包括缺地、缺钱、缺人等。对此，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第一，以多元化资金筹措渠道支撑社区养老体系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资金支

持是建设的根本，紧靠政府力量较难实现，需要构建涵盖政府财政补贴、社会资本、公

益慈善等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一方面，政府应适当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财政支持力度，从硬件设施、人员配备、扩大补贴对象等多方面增加投入；另一方面，

政府相关部门应综合运用政策倾斜、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公益慈善

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建设当中。 

第二，整合资源，逐步解决用地用房紧张问题。一是充分挖掘社区现有资源扩充场

地，通过“改建、扩建、整合”的方式将社区闲置出租或违法违建的店面、私人占用的绿

地等配建成养老活动设施或便民设施。二是加强现有场地的高效利用率，积极探索养老

+托幼融合照料模式，实现将白天为老服务与课后儿童托育相结合，打造出老幼共养的

看护模式。 

第三，加强社区养老服务中青年队伍建设。一是逐步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大力鼓励中青年人参与社区为老服务活动，积极号召青年党员、青年义工、青年社区骨

干投入到社区互助养老当中，实现互助养老与志愿服务之间的深度融合；二是鼓励高等

院校、职业院校等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完善老年护理学、老年社会学等相关

课程配置，向社区输入一批业务技能精、服务意识强的为老服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