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探访私立老年健康福利中心 

美国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从政策设计到管理运行，从技术支持到机构服

务，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除此之外，美国民间的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做法也是值得学习借

鉴的。 

我曾经有幸参加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赴美社会保障制度考察团，在美期间，除

了系统地听取了美国社会保障署的详细介绍，还抽空对民间的养老服务机构情况进行了实地考

察。按照美方的接待安排，我们去了美国一个社区的私立老年健康福利中心。 

这个私立老年健康福利中心位于华盛顿郊外，中心占地约 400 平方米，一楼一底的红砖建

筑物。中心负责人，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告诉我们说，每天白天，这里有 20 余名老年人在

这里活动，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大多数老年人将由他们的家人接回家里，第二天早上又由他们的

家人送来。费用比较低，大多数老人的家庭都能够承受。 

 

 

 

底搂是中心的主要功能活动区域，分别分为起居室、阅览室、技能室、活动室、器械室、

保健室、厨房、老年花坛。 

起居室主要是这里的老人临时休息的地方，每间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干净整洁，还有

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个人的生活物品，墙上挂着的画，桌上有盛开的鲜花，显得十分的温馨。 

阅览室专门为老人订了许多书报杂志，老人们闲暇之余可以在这里看书看报消磨时间。这

里还有专供老人们上网的电脑，除了看书看报，老人们还可以在这里上网检索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 

技能室是专门为老人们安排的上手工课的地方，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组织老人们在这里画

画、编制手工制品、剪贴艺术品、做小手工艺品，老人们的作业都很精美绝伦，若不是你亲眼

所见你根本不会相信这些精美的手工艺术品处出自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们。他们做手工艺术品

的全神贯注的神情，感染了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参观者。 

当我们走进体能活动室，工作人员正将老人们分为两队分别坐在一张球网的两侧，球网不

高但横向贯通整个室内，每侧坐着 6 位老人，随着工作人员的一声哨响，球网两侧的老人们正

用力地将一个粉红色的气球击向对方。老人们荣誉观念十分强烈，只要是自己所在一方赢了



球，他们会像年轻人那样击掌欢呼。 

保健室是为老人们准备做理疗的地方，这里建有比较完善的老人健康档案，记录每个在这

里养老的老人健康情况。护士ANN是一家医院的退休人员，退休后身体还比较好，就被聘用到

这家老年健康福利中心工作。保健室里摆满了老年人常用的药物和医用器械，ANN 每天的工作

就是为每位老人测量血压，安排老人们定期服用药品并记录他们每天的生理健康变化情况。 

器械室摆放着各种健身轻器械，这里主要是供老人们进行日常体能训练，身体健康的老人

在这里可以举一举哑铃，玩一玩握力器，测一测肺合量，或者在这里健身走步。 

在老年花坛，有几位老人正在那里围着花坛有规律地转圈，边转圈边将双手在身前身后来

回甩动。ANN 说，这是老年人的保健活动作业，每天需要进行记录和观察、记录和观察的结果

要记载在室内墙上的表格里。 

中心的建筑设计和装饰非常有特点，这主要是为了适应老年人活动的需要。平整的地面铺

设的是软质的复合材料，没有任何接缝和过渡台阶，墙壁转角之处全部是经过圆弧形去棱角处

理，走道上墙壁上还嵌有木质扶手，一楼到二楼是用长缓坡连结，地面同样是采用软质复合材

料铺就，既防滑又有比较柔软的脚感。整个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符合老年人日常起居

的要求，而且在建筑物内空调保持了适合老年人生活的温度。虽然是四月份，室外是樱花盛

开，春意盎然，但室外温度还是比较低，不适应老年人户外活动，室内还是用空调保持了恒

温。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老人，可能最难的是保持什么样的温度最合适。当我将这个问题提出来

时，中心负责人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他说很简单，就是老年人以穿着一

件衬衫外加一件轻薄毛衣为标志来调整控制温度。难怪我在这里看到的老人们都是红光满面精

神矍铄，主要是封闭式建筑里空调热风微循环，形成了温暖如春的环境。他还说，这个标准并

不是他们自己人为地这样认为或这样安排，这是借助于美国科学院人类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

换句话说，这是千千万万老人们生理和心理感受最能接受的温度。这个事例说明，世界上最困

难的事情恰好也是最简单的事情。 

ANN 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经费是举办者向联邦政府 CMS 申请，CMS 审查合格后联邦政府

可以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同时，中心可以接受社会的捐赠，这种捐赠经联邦税务局按程序核

定无误后可以在税前列支，显然单靠这些经费来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转是不可能的，凡是到这里

来的老人，要么就是用自己的养老金交纳一定的费用，要么就是老人所在的家庭向中心交纳费

用。每个老人收费没有具体的标准，完全是每个托保人的经济状况而定。 

ANN 说，这里老人们缴费最低的是每人每月 10 美元，高的可以到 60 美元。这中间的差额

通常就是用社会捐赠部分和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弥补。 

一般情况下，老人们的家庭在下午 5:00 左右都会开车来接老人回家。这时候，也是老人们

最开心的时候，他们彼此会相互祝福，想约明天来继续做他们今天没有做完的事情。我问

ANN，假如老人们不愿意走或者是老人们的家庭临时有事情没有办法来接他们怎么办？这个问

题可能ANN也没有碰到过，她转过头去问中心负责人，中心负责人说到，一般不会碰到这种事

情，如果有，我们也许会安照全托的办法来协商解决。 

中心负责人说，她们这里仅仅是美国众多的私人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缩影，有的机构资金

比较雄厚，规模比较大，接受的人员相对也比较多，但是更多的还是以小型化、社区化为主。 

这种小型化、社区化的养老服务机构，通常设在郊外交通比较通畅的地方，这里远离大城

市的喧嚣和吵闹，适应老年人喜欢安静的特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规定费用比较低，环境和空

气质量比较高，又能得到联邦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国家税务部门对机构运营不征收任何

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社区养老机构事业的发展。 

但是，这种机构也不是任何人想办就可以随便可以办的，必须得到州政府的许可，这种许

可实际上也是一种前置性审查，看你具不具备兴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条件，比如说，建筑物



面积，建筑物是不是适合老年人日常起居，必要的功能活动条件是不是具备，有没有具备资质

的管理人员、保健护士和厨师等等。特别是兴办这样一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还要听取所在社

区居民的意见， 接受居民们对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的详细质询。 

现在，中国的养老问题开始得到显现，从有关方面公布的资料看，我们已经步入了老年型

社会。但是，究竟怎样认识和处理老年型社会需要做的工作，我们还处于简单起步阶段。老年

问题是任何社会都会面对的共同性问题，中国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开办社区养老和家庭养

老，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