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地安養、在地安老，不僅僅是每個福

利國家努力讓長輩安心的目標，也是

身為子女們最希望爸媽終老的歸宿，值得欣

喜的是，台灣的社區關懷在先進國家中做的

很到位，無論是鄰里長、社區關懷據點，大

多有確實做到服務在地。這次我們採訪到將

地方安養做的很完善的兩位代表，台北市忠

勤里里長方荷生與新北市身障者福利促進協

會總幹事涂心寧，來為大家分享如何過個安

心的老後生活。

長輩間友誼從「共餐」開始
 大家只要在Google鍵入方荷生里長的大

名，就會搜尋到這位里長18年來已為老人、

小孩打造了幸福的樂活園地！里長所在的忠

勤里，猶如2025年的台灣人口比例一般，有

1/4是65歲以上的長輩，方里長說，從1998

年他回到這當里長時觀察到，因為房子小，

孩子長大後紛紛搬出去，長輩獨居在這的很

多；或者雖和孩子住在

一起，但大家在外打

拚，長輩白天只能窩在

家，很多時候，長輩忽

然倒下也沒人知道。他

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後，即開始著手規劃改

善，希望能將發生悲劇

的機率降到最低。

 一開始，里長接到長輩有失智或失能的通

報，會與家屬商量轉介到安養院，但往往三

個月到半年後再去探望，健康狀況多半不升

反降。「我才發現，在安養院裡，長輩因為

不像在社區裡會和鄰居聊天、閒談家常，孤

獨過久了，自然容易失智。」所以現在，他

都是到沒辦法照顧了才會送安養，期待能徹

底做到在地服務、在地安養。

 這裡的很多服務是從「共餐」發想起，自

古以來，人際關係、友誼交流都是在餐桌上

聊來的，共餐的目的除希望長輩走出去之

外，結交朋友、互通有無很重要，大家在閒

聊中漸漸會忘記病痛，甚至相約運動打球。

針對行動不自如的長輩，關懷據點也有送餐

服務，或者選擇來據點取餐回去吃。方里長

說：「這就是社區要做的事，如果我們在讓

長輩送安養院之前，用各式活動或鼓勵交流

來延緩失能的發生，老後的生活品質相對容

易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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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不老騎士」專美於前，里長特別介

紹了「不老球隊」。週一到週五，這裡的長

輩與學童組成一支精練的高智爾球隊（注1），

不但征戰全台各地，還遠渡重洋去馬來西亞

參賽，「要活就要動，很多人都稱讚我說

『里長，你做得很棒。』其實棒的是長輩

們，願意相信我們，來這裡，我們互相擁

抱、給些溫暖，彼此產生信賴，長輩自然願

意再來。」

長照新思維： 社區照顧中心
 高齡化現象使得失智、失能人口增長已經

成為全球魔咒，諸如日本、德國這些國家也

都無法擺脫人口老化的命運。相比於其他國

家，台灣老化過程速度更快，老年失智的比

例也會隨之增加。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福利促

進協會總幹事涂心寧憂心表示：五年前協會

開辦的第一家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當時有失

智症的服務使用者佔25%，短短5年時間，

現在服務的使用者，失智症比例已攀升至

60%。

 涂總幹事解釋：目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嚴峻的「老年照顧問題」對未來的社會、經

濟、家庭等都默默地產生影響。「照顧」是

件具挑戰且複雜的事，尤其面對失智長者，

需要付出更多心力去了解。

 「照顧服務」要因應每個家庭需求的不同

而作調整，深入社區服務是根本，目前居家

注1： 高智爾球Wiser Ball，原是英國古代貴族們在草皮上鬥智的遊戲，用來訓練謀略鬥智和鍛鍊體力、注

重團隊友愛的球藝運動，有點像在草皮上的撞球比賽，球比壘球還大些。比賽時，交戰的隊伍只要

分工合作把自己的球拋到最有利攻擊的位置，再由對手隊持球將分散在各處的球一一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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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新北市身障者福利促進協會提供）

服務、喘息服務、日間照顧中心體制，仍需

要多投入服務的力量。國人常喜與歐美日的

高齡服務做比較，台灣也有自己的優點，例

如社區營造的實績，台灣不比日本差，只要

再契合整頓，我們也會有社區自在養老的完

善制度，這也是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福利促進

協會為什麼要竭力成立「社區照顧中心」的

原因。

 「社區照顧中心」是以家庭為核心，專業

彈性化，一對一、一對多的服務機制，為居

家長者提供以生活照顧、醫療保健、機能提

升等服務。居家照顧服務員在服務的間隔時

間隨時可回到中心，除回報服務使用者的情

況，也可是服務員的支援補給點。「社區照

顧中心」補強了目前照顧體制時數的限度，

及支援家庭照顧者臨時狀況的發生，更能確

保居家復健效能的延續。另外中心亦能依居

家服務使用者的狀況有系統性的服務，據此

為其安排定期體能活動、課程，讓居家長者

可以走出家門融合社會。

 「無論是日間照顧中心或社區照顧中心，

我們服務精神就是延緩失能、安心生活、提

升機能。」涂總幹事說。至於家屬要如何選

擇最適合家中長輩的照顧機構或居服員呢？

她建議：「第一要知道單位的團隊管理模

式？人員有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第二是服務

前的溝通方式是否順暢？是否有依家庭需求

擬定照顧計畫？是否有考量生活狀況遴選適

合服務員進入家庭內服務，如有無宗教信

仰、養寵物等。其實，有時雙方相處過程的

融洽度和專業一樣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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