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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社区信息化？
社区信息化，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建设一个有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参与的、联通社会服务的基础公共平
台，以实现邻里沟通、社区对话、协商解决公共事务、共同规划社区发展；通过有组织的公众参与和
公众监督，促使公共决策更趋合理，促使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更人性化，更便利、实用、安全，不断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社会凝聚力。

　　社区信息化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点：其一是社区居民的持续参与，其二是整合信息和资源，面
向社区，针对居民需要，提供定制式、综合性，便利、安全的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

　　王颖编著的《信息化改变社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不同阶
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和不同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丁对比研究和深入剖析，旨在提升对社区信息化
的理论思考，进一步引导和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社区信息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一项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基础社会建设。
它具有社区居民参与、信息资源整合和个性化服务的特性，对我们现有的城市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
推动着社区权力关系和社会治理结构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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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化支撑下的社区居家养老，在发展之初，往往首先扶助最弱势、最需要照护的老年人（比如
三无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和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等生活存在困难的老人）。
但是随着服务的推广和发展，其服务对象也在不断扩展，最终目标是能够惠及全体老年人，让他们共
享信息化推进带来的便利，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下面，我们就以苏州“邻里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　　早在20世纪80
年代初，苏州就提前成为人口老龄化城市。
2007年，苏州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2%，预计到2030年，该比例将达到37.4%。
2003年，苏州沧浪区结合当地实际创办了“邻里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全国首创“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
该中心于2006年通过了IS0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2007年10月8日，基于信息化手段的“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开始在沧
浪区葑门街道试点运行。
2007年12月6日，基于该中心的沧浪区“邻里情”虚拟养老院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剪彩开张。
它依托沧浪区与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联合研发的“居家乐211养老服务系统”，由苏州市十佳物业公司
之一作为主运营商②，建立企业化家政员队伍，并整合优秀社区服务企业加盟，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统
一规范的标准化、全方位、全天候的养老服务。
随着沧浪区“邻里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发展，其所面对的养老服务对象也呈不断扩展之势。
　　如图4-19所示，服务中心最早面对的是“三无老人”，其后是“子女不在苏州的空巢老人”，而
后是“子女在苏州但不居住在一起的空巢老人”。
根据服务中心的规划，其将吸引更多普通老年人享受中心服务，促进中心为老服务由补缺型向普惠型
转变。
　　在其他信息化支撑下的社区居家养老的应用实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养老服务对象的扩展过程
。
比如，宁波的81890老年人应急呼叫系统。
81890呼叫服务中心建于2008年8月18日9：00，是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由求助服务
热线和行政服务大厅组成，是宁波话“拨一拨就灵”的谐音。
2004年，为了保证居家高龄老人在遭遇突发事件时能得到及时的救助，81890开始研发老年人应急呼叫
系统，开发出一种“一键通”电话并使之与81890服务平台联通。
2005年3月，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在区老龄委和宁波电信的支持下，81890老年人应急呼叫系统正
式启用。
刚开始是有条件的安装“一键通”话机①，身体不好或年纪比较大的老人（70岁以上）才能安装。
后来申请安装“一键通”的条件逐步放宽，从2007年开始，6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申请安装了。
如果不到60岁，身体条件的确需要，也可以安装使用。
这样一来，使更多老年人享受紧急救助服务。
　　3.4.2服务主俸扩展一直以来，养老问题是民政系统着力关注的问题，但是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
日益凸显，单靠民政系统已经很难应对老龄化危机，解决老龄化难题。
信息化支撑下的社区居家养老在发展过程中将越来越多的服务主体（即服务供给方）整合在一起，因
而可以提供更加社会化、专业化的为老服务。
图4-20便是信息化支撑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体扩展的意向图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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