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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当的迅速，城市人口也逐渐

的趋势老龄化，养老服务成为了老年人目前迫切的需求。

居家养老已经成为了我国重点提倡的一种养老模式，但

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居家养老这一模式也表

现出了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智慧社区环境建设可以有

效的解决居家养老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就居家养老

模式下智慧社区环境建设的策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探究，

希望能够环节家庭的压力，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生活环

境。1

一、智慧社区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智慧社区概念不清晰

智慧社区的建设伴随着智慧城市而兴盛起来，是智

慧城市之下智能建筑的集合体，人们对于智慧社区建设

目前存在着很多的困惑，同时对于智慧社区给城市和群

众带来的便利也存在着很多的困惑。目前养老地产对于

智慧社区开发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进一步构建智慧社

区，建设智慧社区的目的和需要遵循的建筑标准都需要

我们进一步的考刘。所以在探索智慧社区建设方面我们

需要对智慧还有智能化社区这些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思索，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智慧型社区。

（二）医养结合的智慧服务技术尚不完善

对于年龄较大的老人而言就医是日常活动之一，因

为老年人年龄较大，身体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衰退，

所以对医疗的需求也得到了提升。并且年龄的衰老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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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下降导致老年人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增加，就医

可以使老年人得到安全感和环节焦虑心理。因此我国为

了满足老年人的就医需求推广医养结合。但是医养结合

在智慧社区建设中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效果，知识因为智

慧社区环境建设的时候推广医养结合需要投入较大的成

本，再有就是传统的社会环境对医养结合的推广带来了

较大的影响，所以导致当前智慧社区环境建设中医养结

合的推行没有取得突出的效果，影响了智慧社区环境的

建设和老年人的就医，也影响了老年社区环境的完善，

因此社区应加大财政投入，为居家养老模式下智慧社区

环境建设和医养结合的推广提供支持，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环节老年人焦虑心理。

（三）社区服务中心存在运营问题

建立智能化的服务管理平台，要对社区的居住老年

人 24 小时的监督管理，随时可以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进

行了解，这样也是我们构建智慧社区环境的根本目标。

借助网络手段去搜集老年住户的基本信息，为老年人的

衣食住行可以进一步提供相应的便利，想要实现这样的

功能需要一定的硬件支撑，同时也需要一些软件技术的

支持，大数据平台的有序落实需要构建一个社区信息人

口系统还有安全防护系统，对于社区的医疗养护系统等

落实配合工作，仅依靠社区服务中心完成这些工作并不

符合实际，而且目前社区服务中心在运营还有管理方面

没有统一的分工和定位，所以智慧社区环境建设还需要

得到进一步的规划和安排。

（四）社区网络安全缺少保障

网络有利有弊，网络的存在在很大方面方便了我们

的沟通，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借助网络我们的

生活变得更加的开放，而且共享性得到了提升。很多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窃取他人的信息。当前我国智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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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养老社区建设

还相对较少。智能社区涉及到了金融还有交通和管理等

多方面的信息，很多的老年人还是不放心把自己完全的

托付给智慧型社区。我国目前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标准

和安全保障缺少必要的政策，因此目前一定要注重解决

关于智慧社区的安全问题，提升安全保障效果。

二、基于居民养老模式下智慧社区环境建设措施

（一）打造智能化的健康产品

随着目前网络技术不断地发展，很多的健康产品还

有智能产品都逐渐的涌现出来，比如出现了运动健康芯

片还有电子评估测试系统等等。为此我们在构建智慧社

区环境的时候也要注意结合之前的健康产品并且在这个

基础上完成一定的创新，实现其网络化和智能化，对于

网络产品进行创新，可以加入 PPP 模式，这样能够让社

会的各个资本更好的运用到产品的设计当中，积极开发

智能化的健康产品。同时注意在创新产品的时候的规范

化，这样可以提高健康产品的安全性和实用性，为老年

人带去更好的智慧化生活体验。

（二）积极构建社区无障碍环境

因为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在腿脚上面开始变得不灵

活，视力逐渐的模糊，听力也有所下降。虽然很多的老

年人身体还算健康，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活行为习惯

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早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他们对

于社区还有自己的居住中的无障碍设施的需求就会发生

变化。一些高龄的老年人因为疫病也出现了生活无法自

理的情况，在生活中会因为一些小的失误伤害到他们的

身心。为此在构建智慧社区环境的时候要注意结合网络

手段来构建一个无障碍的居住环境，这样可以解决很多

老年人缺乏安全感的问题，提高安全保障。

（三）智慧社区注意人车分离

以往的社区中汽车和行人在同一道路上通行，所以

在构建智慧社区的时候要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结合老

年人的实际情况建设老年人的通行道路，从而是社区内

部的交通得到完善和改进，使老人出行更加的便利，有

效的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居家养老模式下构建

智慧社区环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构建人车分离的交通系

统。

（四）注重构建老年人辅助设施

智慧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智慧社区环境建设重要

的基础和内容。而在居家养老模式下构建的基础设施一

定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对于一些老年人数量较多的社

区应增添老年活动的功能，结合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和活

动特点去改善社区功能，例如可以增添一些老年活动设

施，添加一些座椅，这样有利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及时休

息，另外老年人的记忆力逐渐的衰退，因此还要在社区

内部安装语言控制系统，帮助失忆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同时添加一些必要的扶手或者设置爱心拐杖等，这样都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五）加强推进在线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

为了提升老年人健康管理意识，一定要注意推动在

线健康服务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大力的倡导各个健康服

务机构可以借助计算机和大数据手段为老年人构建健康

管理的服务平台，这样可以对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进行管

理，对于老年人健康状况完成详细的记录，可以就其病

例还有用药情况进行汇总，然后借助网络手段为老年人

进行健康评估，进一步为老年人就医提供必要的咨询，

这样也可以让家属充分的了解老人健康情况，实现了健

康信息的公开和流动性，让医疗数据得到更好的应用，

从而为老年人就医提供必要的参考。而且还应该构建一

个服务质量保障机制，提升工作的专业性，针对服务的

过程和标准做出具体的要求，加强对于社区服务人员的

培训，使得服务的过程变得更加的标准化，要结合服务

反馈的标准对于服务人员进行有效的评价，提升监督的

质量。

（六）植入一定的自然景观

为了更好地实现智慧社区环境的优良建设，社区应

该加强自然景观的建设工作。可以在智慧社区环境中加

入山泉还有树木等自然景观。另外也可以构建一些医用

植物，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些自然景观调节老年人的

身体机能还有他们的心理状况。目前很多城市的环境逐

渐的恶化，受到了严重的雾霾的影响，为了能够为老年

人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在智慧社区植入各种植物

景观，这样可以改善环境问题。

（七）完善数据库建设

老年人信息数据库包含了老年人基本的信息还有对

老年人评估的结果。相关的工作人员需要完成信息的采

集，给老年人建立一定的档案，然后归入到信息库当中。

服务资源信息数据库是保存这些资源信息的平台，借助

服务方评估培训组织对数据进行采集和编辑。服务记录

数据库要对服务过程中的信息来实现存储借助各种中断

设备来把有效的信息存入到数据库当中，老年人反馈信

息经相关负责人进行采集和存进数据库。

（八）增加社区智能化医疗设备

在构建智慧社区环境的时候，要注意完善医疗康复



180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5期

设备，加大其建设的比重。老年人对于社区医疗设备环

境的关注度也高于其他方面。所以一定要大力的发展医

养结合模式，这样可以更好的实现智能化社区医疗设施

建设工作。结合网络手段可以确保老年人不用走出社区

就能接受到相关的救助，这样让老年人真正的能够感受

到社区带来的福利还有提供的安全保障。同时需要为老

年人提供 24 小时的智能生活居住服务，实现专门的老年

人智能社区居住环境的创新。

（九）打破信息传递的局限性

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在传递上面存在着局限

性。服务方缺少对于老年人的充分了解，通过调查我们

认识到目前中国老年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所以需要对老年人的需求做出一些判断。相关的人员需

要对老人进行评估，在这个基础上为老人提供合理的服

务。每一位老人的对应负责人需要利用各种资源为老年

人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方案，这样可以进一步为老年人提

供悉心照料，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基于居家养老模式下智慧社区环境建设

一定要注意对养老模式的创新，实现智慧社区建设和居

家养老的有效整合，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增加相关的服

务功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为居家养老的长远发

展提供必要的支撑，推动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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