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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参与的互助式养老服务创新设计

肖东娟，邓嵘，张佳琳，黄彬涛，王司晴，黄高婧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在积极老龄化的视角下，结合老年人群体特殊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探讨社区居

家养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挑战和机遇。聚焦于老年人的余热价值与社会参与，构建社区服务平台，以“互助

共建”为原则，关注物理空间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价值实现与社会融合支持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提

出服务设计的对应策略，从而为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参与和互助养老提供新的诠释语境和手段指导。老年人通过互助平台自

发组织活动，与社区全年龄段居民互动，并对活动工具包、社区宣传栏等触点进行设计，打破隔阂的方式赋能生活，满足老年人

多样化需求，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致力于拓展和深化以精神富足为目标的养老服务，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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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the work aims to combine the speci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behavior

habits and lifestyle of the elderly to discus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ommunity home-based elderly care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provision based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ocusing on the extra valu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 community service platform is buil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support and co-construction",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transformation brought by the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spac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value 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support. On this basis,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of service design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context and means guidance for the elderly care based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mutual support in the new era. The elderly can spontaneously organize activities through the mutual support platform and interact

with the residents of all ages in the community. Contact points such as the activity kit and community bulletin board are designed to

break the barriers and vitalize the life, thus me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addition, social forces are mobilized and

encouraged for broad participation, which is committed to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with the goal of

spiritual prosperity, and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releva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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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龄化现象逐年加重，向中度、重度老龄化社

会逐渐靠近。据国家卫健委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3亿人，占比将超过

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

速度快，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广大老年人多层次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1]。

面对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养老模式需积极更新。

当下，社会转型带来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等方面变迁，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适应性降低，而高成本的社会养老

模式无法完全承担现代养老重任[2]。在此背景下，国

务院对养老服务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持续完善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介于家庭、社区与社会之间的社区互助养

老模式应运而生。

老年人拥有多层次的养老需求，其精神生活不容

忽视。根据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具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受尊重需求和

自我实现五个需求层次，同样老人具有精神养老需

求。周绍斌曾提出精神养老可从情感交流、人际交流、

文化娱乐、知识教育、政治参与、自我实现六个方面考

虑，并指出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都十分重要，应将精神

赡养纳入老年保障体系中[3]。

综上所述，在老龄化趋势下，平衡家庭与社会养老

模式的互助养老模式更加适应时代需求，而在这种新

模式背景下，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需求值得进一步研

究。而解决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是

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老年人社会参与是积极老龄

化的重要内容。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在社会互动中通过

劳动和活动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行为模式[4-6]。社会参

与充分肯定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强调老年人身体健康、

心理积极、活动参与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本研究期望通过服务设计的介入促进社区互助共

建，从而丰富社区的老年文娱活动，提升其价值创造能

力，发挥老年人余热。从整体服务系统的角度，将老年

人的精神服务需要，与社区服务职责、物业、社区管理

能力、商家营销推广、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结合，建立具

有可持续性与有效性的社区互助服务系统。

一、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必要性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社区化共享养老平台，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基于中国传

统养老观偏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特点，切实考虑老

年群体的心理、情感需求；通过大数据支持，易用性界

面开发，线上线下服务设计，为老年人提供便捷易懂的

线上平台，提供科学的健康、医疗、服务、工作、老年产

品、人际交往等功能和资源，通过共享居民积累的知识

和利益来创造参与机会，打造社区互助的新型养老模

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

强社区组织能力，提供多渠道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方式。

随着云数据、5G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新概念、新

技术应运而生，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也出现在人们的生

活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

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

用。区块链技术本身所具备的优势特征，直接促进了

它在各行各业的突出作用。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参与

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将区块链技术与老年

人社会参与有效融合，加快区块链技术同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深入研究，探索老年人社会参与新机制，推动区块

链技术的新发展，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探索新的路径[5]。

老年人社会参与具有介入性、角色性、活动性和资

源性，是老年人保持同社会紧密联系的生活需要，并且

有利于将老龄化危机转化为人口红利[6]。社会参与是

老年人生命价值的体现方式，社会活动使老年人实现

新的社会角色，使个人价值被社会认可。老年人社会

参与可以激活潜在的高水平认知功能，丰富积极的情

绪情感体验，从而有效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发生风险。

积极的社会参与能够显著预防和缓解老年人心理问

题，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社会参与对老

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有着较高预测力[6]。综上

所述，社会活动的参与可能对老年人的自身健康、行为

能力、社会关系及生活质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能

够促进老年人生命价值的继续实现，增强老年人的自

我价值感，提升其自我实现的幸福感即心理幸福感。

社会参与是生命意义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社

会参与是实践生命意义的过程。生命意义对老年人的

心理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参与正向预测心理

幸福感，生命意义丰富的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心理幸福

感。据此推断，生命意义可能在社会参与对心理幸福

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中起着中介作用。老年人丰富的社

会参与活动激活高水平的认知功能，促进生命意义的

发展和个人潜能的实现，进一步提升了自我实现的幸

福感[7-8]。

26



肖东娟，等：基于社会参与的互助式养老服务创新设计第5卷 第2期

二、社区互助式养老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现有理论研究

在互助养老服务领域，外国学者Sussan和Georgia[9]

通过对养老的供给主体研究发现，由于家庭照顾能力

的弱化，老年间互助养老的需求意愿才会越来越强

烈。国内现状方面，董子龙[10]详细地介绍了我国互助

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与原因。金华宝[11]

提出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是我国城乡养老服务发展的理

性选择，因为该模式能满足老年人恋家、恋土的情感需

求。城市社区开展互助养老活动应当遵循社区主导、

多方参与、资源进出、互帮互助[12]等原则。

在养老服务设计方面，葛梦雪[13]从行为设计的角

度构建互助养老行为发生模型，将互助养老行为拆解

为意识培养、行为发生和习惯维持三个阶段。曾蓉[14]

利用群体文化学方法，设立情感服务典型角色与服务

场景，并据此构建社区养老情感服务系统设计模型。

由此可见，从服务设计角度来看，不仅需从用户需求出

发，在设计过程中还需多维度、多角色、多阶段深入调

动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二）国内外现有产品及服务研究

目前，互助养老类型可以总结为三种，据点式、结

对式和时间银行储蓄式。据点式互助，在某一固定区

域如农村的幸福院或者城市的老年活动场所，将老年

人集中在一起，进行集体性的互助养老行为。这种方

式能够加强老人之间的误会解除，增进彼此情感和日

常生活的联结，也能更好地发生互助养老行为[15]。美

国养老社区Vista Grande Villa实行了一种代际花园创

业项目，帮助美国杰克逊县的贫困老人与弱势青年共

同经营社区农场，通过这种方式在分销农产品的同时，

向社区居民科普健康的饮食观念。美国洛杉矶一项老

年用餐社交服务系统设计，与非盈利公益组织 ONE

generation合作，它通过为老年人提供营养丰富的农产

品、有趣的共同烹饪活动和轻松愉悦的社交体验，促进

老人们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结对式互助，在社区或者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将健

康的低龄老人或者有服务意愿的志愿者与需要帮助的

老人结对子，形成固定的帮扶小组，定期进行帮助活

动。上海的“老伙伴”计划正是这种活动方式，低龄老

人为有需要的高龄老人提供照料服务。同样，在日本

稻城的“照顾者支持项目”，60岁以上的老年志愿者在

每周会为居家或院舍照护的老人提供2 h的服务，以获

得优惠券，用于减免长期照顾保险费。

时间银行储蓄式，将时间“货币化”，人们可以将自

己志愿服务的时间储存起来，当自己需要被服务时，可

以提取时间让别人为自己服务，从而实现互助式的养

老模式[16]。甘满堂等[17]研究指出，在欧洲国家中，互助

养老的开展多以“时间银行”的形式为主。陈成文和孙

秀兰[18]的研究提到，在德国就有老年人合住同一栋楼，

并相互照顾满足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践。在国内，上海

徐汇区时间银行按照“低龄储存时间，高龄换取服务”

的原则提供了线上互助养老平台，以网上发需求和接

任务的形式实现互助过程，平台还对符合一定服务时

间的服务人员，采取一定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奖励，激励

用户持续发生互助服务行为[16]。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互助式养老以社区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精准挖掘

并充分满足用户情感需求是以用户为中心创新设计的

基础。本项目的研究计划基于设计思维的框架，遵循

其“共情洞察用户需求—定义设计机会—创新设计实

践”思路。本课题通过参与式调研获取无锡天鹅湖社

区老龄信息；基于行为提取兴趣标签，得到用户分类及

需求洞察；从社区老年人的社会属性切入，并通过协同

设计寻求专家与用户的建议，结合社群协同共创指导

设计实践，创建理想与现实结合的社区互助共建服务

系统。

通过实地观察与用户访谈定性研究，了解社区活

动场地与活动类型，交流询问目标用户的生活娱乐方

式、智能产品使用习惯与养老态度，发掘潜在需求。最

后向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居委会人员咨询，获得更为权

威与实际的指导，了解部分现状，为后续设计实践提供

现实基础。

在设计概念确定后，以沙盘演绎的方式邀请社区

老年人与社会工作者参与设计，测试服务系统的可用

性、用户体验与价值感知，并询问老年人相关界面审美

偏好与使用习惯，基于反馈对方案进行细化、迭代。

四、老年人社会参与及社区互助养老的需求洞察

（一）用户及利益相关者需求调研

在对目标用户进行调查分析时，采取线下方式，选

择老年人聚集较多的场所，展开以行为观察和半结构

性访谈为主的调研，了解用户群体的生活现状和社区

活动参与意愿。在无锡滨湖区金匮公园和天鹅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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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A 区，对用户人群构成与数量、行为方式、活动范

围、活动主题、场地设施与使用率、社区活动空间六个

方面进行观察。进而对老人随机访谈，详细了解了用

户人种学信息、生活娱乐项目、社区参与情况和其他开

放性问题。同时，通过访谈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与物

业工作人员，了解天鹅湖花园社区活动的运营方式。

并将初步调研与分析结果与其交流，获取专家意见和

设计可行性建议。

通过实地观察，发现金匮公园（见图1）环境开阔，

活动空间较大，公园的绿化率高，活动空地较多，可以

举办一些文娱活动供市民参与。老年人利用公共健身

设施和活动空地进行健身、锻炼等；也有部分老年人小

团体进行各类活动，如跳舞、舞扇、太极拳等；青年人多

数是陪伴儿童来公园，活动形式多为散步、野餐。同一

时间段，天鹅湖花园（见图2）的老年人活动以锻炼、散

步、遛狗为主，人数较多，聚集性较强，单位区域停留时

间长，室外活动项目的种类较为传统；青年人则以遛

狗、遛娃、买东西回来的方式路过，短暂停留交谈就会

离开；儿童在家长的照看下玩耍，但也不会停留太长时

间。虽然社区有公共活动空间，但周末不开门，管理较

为死板，缺乏弹性。同时，发现社区存在居民自己经营

的移动理发服务，收费较低，满足中老年人的理发需求。

图1 金匮公园观察总结

图2 天鹅湖花园观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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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用户调研共访谈了14位老年人，主要了解用

户生活方式、健康情况、娱乐习惯、技能特长、人际关

系、活动参与意愿和智能产品使用情况等。通过访谈，

了解到老年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和保健，大多数老年

人除了操持家务、打理家庭外，都有每天健身锻炼的习

惯。虽然目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但老年人

的锻炼项目比较多样，现有的设施无法满足老年人个

性化的锻炼需求，而小区空地有限，社区服务中心只有

棋牌室、乒乓球室、读书室，以静为主。在询问“是否有

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活动”时，近半数的老年人反馈社区

没有举办过什么活动，一部分老年人认为虽然社区有

唱歌队、舞蹈队、柔力球队等，但每个月必须表演一

次，自己时间被训练征用，生活缺乏自由和弹性。在

询问“是否愿意教授其他老年人自己的技能”时，有技

能的老人表示愿意教授，大家可以一起锻炼进步，但

自己不会主动邀请他人学习，不喜欢“好为人师”；而没

有技能的老人表达了不知从何加入的苦恼和强烈的学

习意愿。

调研老年人的同时，也对天鹅湖社区居委会的工

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了社区与居民的沟通媒

介、举办活动的前期准备、社区运营机制（见图 3）、调

动居民的参与度的方式、挖掘社区意见领袖核心人物

的方式，以及如何看待居民不参与活动的顾虑和积极

性不高的原因。一方面，现有的社区活动在宣传方面

缺乏力度，尤其是老年人的获取渠道比较单一，线下宣

传栏的可见度较高，而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对老年人而

言或许不是最佳渠道；另一方面，现有的社区活动由于

资金补贴需求，需要成员参加训练和表演，为补贴申请

提供资料，时间占用与灵活性自由度缺失无可避免。

在社区活动组织上，除了创新方式与融合资源是

核心要素，资金运营也同样重要，现有社区在资金上依

托政府支持，只能维持组织。因此，需要开拓另一种吸

纳资金的方式，确保社区正常运营。目前社区活动还

是自上而下，无法满足居民多元化的兴趣爱好与需

求。社区需要自下而上挖掘居民的需求，现在需求掌

握还不到位，活动种类少、频率低可持续性差，需要结

合大众的想法创意和意愿丰富社区活动的种类，调动

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二）构建洞察

根据访谈记录，从生活方式、社区建设、健康情况、

娱乐习惯、学习技能、人际关系和智能产品使用这七个

角度提取用户声音。并从活动意愿、技能强弱、时间灵

活性三个维度，将老年人分为发光发热型、随机参与

型、积极学习型三种，见图4。

发光发热型用户往往有时间灵活性高、意愿高、技

能强的特点。他们年轻时学习过多项技能，各种娱乐

能力比较强，专业知识也很扎实。现在大部分特长没

有发挥的空间。例如，有老年人表示“曾经住的地方有

一起玩的圈子，但现在搬过来就没有了。如果别人有

需求，很乐意帮助他人”。此类人物角色性格开朗，爱

好众多，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技能水平较高；他们的时

间安排灵活性、技能强度和活动意愿都很高，追求自我

图3 无锡市滨湖区天鹅湖社区运营系统

29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3年4月

图4 三种人物角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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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和具有奉献精神。

随机参与型用户具有意愿高、技能强、时间灵活性

低的特点。他们有很强的参与意愿，也有一定的技能，

愿意分享与教授，但常会因为家庭事务而十分忙碌，如

照看孙辈，无法参加活动。价值追求是“人间有爱，生

活有光”。

积极学习型用户具有时间灵活性高、意愿高、技能

一般的特点。这类型用户有充足的时间、强烈的意愿

参与活动，愿意向其他老年人学习技能，丰富自己的老

年生活，但会因为刚搬来或内向的性格而苦于没有融

入其他群体的渠道和方式。此类用户喜欢新事物，好

学，乐于助人；他们的时间安排灵活性和活动意愿高，

但是技能弱，所以会经常参与一些技能学习活动，从而

提升自我，拓展交际，也可以帮助他人。

综合分析整理用户数据并进行问题发现与机会点

洞察（见图 5），发现社区活动需要满足居民多元化活

动需求、社交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活动宣传渠道应扩

宽并符合老年人认知；活动组织应从单向吸引与寻求

转为双向凝聚；活动安排应增加后续反馈，维持活动可

持续性和参与积极性；活动时间安排应增加灵活性等。

五、服务策略构建

笔者将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进行了价值重构，分别

是关系重构、体验重构和定义重构，见图6。在关系重构

中，由社区单向组织转向居民双向凝聚，因为传统社区

活动由居委会、物业或社会组织发起而居民单向反应，

图5 发现-洞察-机会一览表

图6 价值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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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老年居民与社区之间共同构建活动形式，居民之间

互助互利。在体验重构中，希望达到时间自由化、种类

多样化、内容互助化。在定义重构中，由自上而下转为

自下而上的社区居民互助共建活动形式。现有社区活

动主要由社区单方组织，对居民需求掌握不到位，笔者

希望由居民自发性参与活动组织建，社区给予相应帮

助，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促进社区文化建设。

六、社区老龄互助服务设计实践

（一）人物场关系的构建

通过人物场关系的构建，达到社区氛围的营造，宣

传成就与分享平台，见图7。工具包方面，规范了活动

的流程，帮助赋能老人快速进入教学角色，其中包括线

上教学工具包和实体教学工具包的设计；也能够通过

工具包，减少被赋能老人的学习成本，帮助活动的进

行，提升成品的品质感。最后产出的产品可以提升老

人参与活动的成就感，形成社区与社会的连接，形成老

年人与年轻人的连接。

（二）服务系统构建

笔者总结了在社区情境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如何实现资金可持续运转；如何在社区内策划运营活

动；如何帮助老年人发挥余热；如何促进社区的老年文

化氛围。围绕几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概念发散，并通过

概念评估，选定了相应的方案，见图8。

通过引入外包团队进行服务系统的持续运营，并

设置了三种活动运营方式：老人自发组织、社区发起招

图7 产品与服务系统框架（人-物-场）

图8 概念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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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和外包团队组织运营；服务系统围绕三类具有差异

性的用户展开，社区老年人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老

年人在其中作为组织者或者参与者的角色进行动态转

换；通过活动参与激活社群关系，见图9。基于服务系

统的建立，相对应的服务系统运作方式，笔者也进行了

初步的探究，制作了服务蓝图来阐述服务系统运作的

整个流程。通过服务蓝图梳理了系统框架和不同用户

行为阶段的服务触点，见图10。

（三）服务触点展现

1. 交互界面设计

在进行交互界面的设计前，笔者确定了界面的定

位、设计原则与要素，充分考虑了老年用户的生理与心

理需求，最大程度地提升他们的用户体验。APP整体

的色彩对比度鲜明，字号增大，运用了通俗易懂的文

案，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图标设计。整体的导航栏分为

首页、活动、集市、我的，考虑到老年用户习惯语音输入

的交互方式，在APP中还添加了语音助手。交互界面

见图11。

2. 赋能工具包设计

工具包设计方面，以戳戳绣工具包为例，内容物包

括说明书、制作工具（重复利用的戳针、绣篷等）、制作

耗材（毛线、绣布等）、产品包装（用于产品售出/赠

图9 服务系统图

图10 服务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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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赋能老人可以将这个工具包作为教学工具（见图

12），教授其他有兴趣的老人根据说明书制作戳戳绣工

艺品，制作好的成品可以作为商品销售，让购买该商品

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产生关联，一方面让老年人获得成

就感、另一方面让老年人与社会产生更多的连接。

3. 社区宣传栏设计

对社区宣传栏进行创新设计，方便老年人了解社

区活动的内容和流程，增加老年人与平台系统的物理

触点，帮助活动策划者或者社区工作人员宣传社区活

动，增强推广力度。此外社区宣传栏可以作为社区全

年龄段居民参与互动，增加社区交流的媒介。

社区宣传栏承载了以下几个功能（见图13）。宣传

栏，通过海报、招贴画等视觉触点，向老年居民传达信

息；能量中转站，通过明信片，老年居民与青年居民产

图11 部分交互界面展示

图12 工具包设计内容

图13 宣传栏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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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感连接，例如老年人可以利用小程序模板，将自己

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精彩的生活记录制作成富有正能量

的明信片，通过能量中转站给予低谷期的社区居民一

些力量；问答互动板，通过问题解答，社区不同群体可

以打破隔阂，产生思想连接，居民互相解答彼此的烦

恼，用温柔的回答共同营造有温度的社区；作品展示

墙，老年居民的活动成果将被展示于此，向所有社区居

民传递积极的生活态度。

（四）服务原型测试

笔者通过沙盘模型的形式向用户讲述了概念内容

和活动方式，使概念讲解更方便且简明易懂；不少用户

主动了解，相互交流分享见解，更具互动性；开放式的

信息交流，设计边界被突破，用户参与代入感强，提供

不同角度的概念建议。从而获得设计方案改进的意见

与建议，提升方案的可靠性。

整体的协同设计流程大纲可以分为项背景介绍、

项目内容介绍（介绍设计方案的形式、目的以及方法，

通过沙盘演练的方式）、活动意愿询问、设计偏好选

择。最后通过半结构问卷的形式对老年人进行采访，

其提出意见与建议。经过了协同设计后，笔者获得了

用户反馈的意见与建议。经过进一步探究，从工具包、

APP、项目内容和活动意愿等四个方面来进行以下分

类汇总（见图14）。

其一，在工具包方面，用户馈在工具包的设计上要

适应老年人的生理状态，从视觉、敏锐力、行动能力等

方面多加考量，要使老年人在使用时用户体验良好，要

偏简单易用，便于老年人学习使用。

其二，在服务平台 APP 方面，用户希望 APP 整体

风格简约柔和，色彩温和舒适，视觉元素更加饱满有

趣，鉴于用户群体为老年人，因此使用流程和逻辑要更

加简单易懂。

其三，在项目内容方面，用户提出了要更多简单不

复杂的项目，项目内容要满足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的

需求，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和身体机能不同程

度地下滑，很多活动不一定能够胜任，因此多样化活动

内容来满足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十分关键。也有部分

老年人平时需要带孩子，闲暇时间较少且时间不确定，

因此满足不同情境下老年人的活动需求，多样化的时

间安排也是重中之重。

其四，在活动意愿方面，他们的活动意愿较高，希

望与更多的社区里的其他用户进行互动，对参与活动

所需要交纳的费用，表示不是很在乎，最重要是可以参

与到有趣的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

七、结语

在积极老龄化的视角下，本文聚焦于老年人的余

热价值与社会参与，以“互助共建”为原则，关注物质空

间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价值

实现与社会融合支持的转变。期望通过服务设计的介

入促进社区互助共建，从而丰富社区的老年文娱活动，

拉近老年人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社会大众的距离，

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发挥老年人的余热。从整体服

务系统的角度，将老年人的精神服务需要，与社区服务

职责、物业社区管理能力、商家营销推广、企业社会责

任担当结合，建立具有可持续性与有效性的社区互助

服务系统。从社区活动自由化、种类多样化、内容互助

化的角度重构社区活动形式，建设完整的服务系统流

程与机制。从具体服务接触点的角度，设计社区宣传

栏，提升信息通达性、参与灵活性与社区活动氛围；配

合整个服务系统设计相应的微信小程序平台，适应老

图14 协同设计-反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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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智能产品操作习惯，便于社区老年人的活动参

与、管理与分享；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动员和鼓励

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提升老年人的参与能力与活动

成就感。致力于拓展和深化以精神富足为目标的养老

服务，最终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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