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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人民美好愿景，推进养老服务新发展

□本报记者 吴紫欣 通讯员 池建文 文/图

岁岁重阳今又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养老”一词又成为了百姓
热议的话题。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每个家庭的深深关
切，也是全面小康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我市是湖南省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市州，也是全省老年人最多、老龄化率最高的
地级市。2019年，共有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39余万，老龄化率23.12%，按国内通
用标准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如今，全市老龄人口数依旧以每年1%以上的速度增

长。面对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老年群体，如何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样性、个性
化的养老服务需求，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有尊严地安享幸福

晚年，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图为社工向
红云街道老年人宣
传防诈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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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敬老院老人正在护工的带领下学习“手艺活”。

福 寿 颐 康 园
内，老人们正在玩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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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颐康
园入住老年人的
剪纸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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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全市
民政系统主要负责
人带领 40余人，先
后前往津市市、临澧
县调研民政重点工
作及民政服务机构
规范化管理情况。

临近重阳节，鼎城区周家店镇敬老院里暖意融融。社工和志愿者一边陪着60余名
老人聊家常，一边为他们切蛋糕。这是该镇社工站与养老院联合开展的“快乐防诈骗，
智慧来比拼”主题活动现场。活动的目的是让养老院的老人和镇上的部分留守老人享
受到家庭的温暖，并提高他们的防诈骗意识。

活动当日，社工和志愿者耐心地陪老人们唱红歌、做早操。为提高老年人防诈骗意
识，社工和老人们还一同开展了“和我不一样”“你画我猜”等防诈骗小游戏。游戏中，老
人们用各种姿势比划答案，开心极了。社工邹丽娟介绍，这是鼎城区开展的“守护夕阳”
系列活动中的一场。活动除了会为农村里的孤寡、独居、残疾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救
助等专业服务，还能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来养老院这么久，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好玩的活动，感谢这些年轻人抽空陪我们。”
游戏过后，老人们吃着蛋糕，乐得合不拢嘴。目前，全市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全面展开，
一句句问候、一场场活动、一声声欢笑，都汇聚成敬老、孝老、爱老、为老的爱心。

“快快快，传给我，进啦！”金秋十月，鼎城区灌溪镇富贵坪村的“互助幸福屋”中正在
开展一场老年人门球比赛。自从有了这个地方，村里的老人常来聊天下棋、看书写字，
累了就在休息室小憩，饿了花几元钱就可以在食堂吃一顿饭。这是全区农村居家互助
养老的一个缩影。

“我在这里好得很，每天热热闹闹的。”在“互助幸福屋”里，82岁的陈奶奶坐在草坪
晒太阳，说起如今的生活，她满脸洋溢着幸福。来到富贵坪村“互助幸福屋”后，老人们

时常互帮互助，开展娱乐健身活动，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这儿，老人们都有事做，养
殖管理、纠纷调解等‘难题’都有人管。”鼎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十三五”期间，鼎城区探索建立了以“互助幸福屋”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居家
互助养老模式。用闲置的老村部或学校改造成老年人活动中心，并为其配备标
准的“五室一场（娱乐室、阅览室、休息室、医务室、配餐室和室外健身场所）”、
医疗机构、居家养老专业服务机构、社工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它不仅为有自主
活动能力的农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提供休闲娱乐和交流的场所，还为失能、
半失能和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了便捷的养老服务。目前，全区共建成运
营“互助幸福屋”200多家，惠及了10余万名农村老年人，还为70多名农村困
境老人实施了个案救助帮扶。临澧县新安镇“宜老自助屋”、石门县夹山镇“医
养健康屋”的运行模式，也是值得推广的农村居家养老示范点。

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接下来，市民政局将始终秉持“民政为民、民
政爱民”理念，牢牢把握人口发展形势和养老服务需求，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
构相协调，促进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政府扶得起、村
（居）办得起、村（居）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推广
“物业+养老”“家政+养老”“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使社区（村）居家服务设施达
到100%全覆盖；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力度，确保全市养老护理床位
达60%以上，让我市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安享幸
福晚年。

聚焦体系建设聚焦体系建设 持续完善为老服务持续完善为老服务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

容，先后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5个指导性文件，持续完善
养老服务政策法规体系，大力倡导尊老爱老孝老的社会风尚，全市着力构建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初显成效，正赓续描绘出一幅“老有所养”的美好画卷。

“十三五”期间，市民政局积极推动全市养老机构建设加快发展，不断
加大财政资金保障，扎实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全市每年用于养老服务业扶
持补贴资金近7000万元，每个区县（市）已建成1家公办福利院和1家以上
民办养老机构，要求每个乡（镇）至少建成1所农村敬老院或区域性中心敬
老院。目前，全市建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2927个。其中，养老机构243家，
2684个社区（村）养老服务设施，养老床位近4万张。

同时，我市持续强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每个区县（市）明确1家具有
一定规模的养老机构作为实训基地，开展对老年协会人员、家庭照护人员、志
愿者等涉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2017年以来，全市共培训各类为老服务人员
近万人，1200多人取得了国家养老护理员资格证。值得一提的是，市政府对取得了
国家养老护理员资格证，并在市城区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护理岗位的从业人员，给予经济
补贴。此外，我市还发展了一批养老社工组织、志愿者服务队伍，形成了社会各方参与
养老服务的良好氛围。

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质量 扩大有效服务供给扩大有效服务供给
“身子骨还算硬朗，平时就和大家一起在活动区看看电视。”在福寿颐康园万寿楼的走

廊内，80岁的周奶奶正拄着拐杖，慢慢地来回溜达。老人步伐略显蹒跚，但与刚来养老院时
足不出户的状态相比，已经好了太多。这主要归功于福寿颐康园的医护人员专门为她量身
定做的一整套健康管理计划。“许多刚来的老人都不爱出门，在护工的带领下，住久之后就都
爱出门参加娱乐活动了。”该机构工作人员李凤英说，现在养老院发展越来越好，很多老年人
家属都愿意把老人送来，有时甚至一床难求。

福寿颐康园是一家集社区养老、公寓养老、安宁疗护等为一体的“四星级”养老机构。现
有养老床位706张，医疗床位60张，可容纳入住老年人766名。该机构还有老年病医院与职
业培训学校，配备有DR、彩超、心电图等多项医疗设备和可同时容纳150人培训的多功能教
室。为入住老年人提供从出入院管理、康复理疗、临终关怀等晚年的幸福生活一体化服务，
真正体现了“医养相结合”。

“想把他们送去养老院，可我又不放心。”家住武陵区的向先生常年在外务工，无法照料
父母一直是他的遗憾。好在向先生在“我的常德”APP“常德养老”模块里发现了福寿颐
康园，他果断选择了这家有着不错口碑的养老机构，并在实地考察后将老人
送了进去。如今，两位老人已在养老院住了一年多，向先生定期前去探
视，双方都挺满意。据悉，为引导养老机构规范内部管理，提升服务
质量，更好地满足入住老年人服务需求，市民政局积极培育了一批
服务优良、管理规范、老人满意度高的养老机构，以辐射带动全
市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老年人养老需求结构
从“生存型”逐步向“舒适型”转变。为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市
民政局积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促进优质养老服务资源
向老年人聚集。同时，鼓励引导养老机构采取内设医疗机
构、定期巡诊等多种方式开展医疗服务，增强医养结合服务
能力，努力让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为确保养老服务市场放得开、管得住，市民政局持续健全
监管机制，完善老年人福利待遇，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老
年人及其子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提升。自2017年
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
急管理局等部门连续四年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重点
清除养老机构消防、食品等安全隐患，规范内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期
间，共累计整治消除各类安全隐患187余处，撤销养老机构1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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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过后，住在常德市嘉乐园寿星公寓的70岁老人谢奶奶，又去主动找工作人员聊天、

谈心了。每每说起现在生活的变化，她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丝笑容。谢奶奶是府坪街道的居
民，2007年丧偶，唯一的儿子于多年前去世，系社区“三无”人员。受失子之痛的打击，她长
期精神抑郁、疾病缠身，独居在小区廉租房内，仅靠每月7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
活。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腿疾、腰疼越来越严重，连日常买菜都成了
难题。2017年底，相关部门为其申请了居家养老服务，生活有了大变化。

3 年来，嘉乐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每隔两天风雨无阻地送菜解决了老人买菜难问
题。只要老人有需求，无论家政保洁服务，还是全程陪诊服务、代办服务，都做到随叫随到，
每月还可享受到洗头理发、清扫整理室内卫生、精神慰藉等周到服务，让老人甚是开心。

“这一年来，我们都吃得好住得好，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石门县三圣乡的老人们纷纷
说道。10月初，该乡民政所联合乡卫生院医护人员及党员先锋队组成了医疗服务小组前往
河口敬老院，为28名老人统一进行免费体检。体检中，医疗服务小组制定了具体方案和服
务工作流程，细致地为每位老人进行了血压、心电图、B超等常规性检查。对患有疾病和行
动不便的老人，医护人员更是呵护有加，或搀扶或到床前为老人做好每个检查项目，反复叮
嘱注意事项，给老人们耐心讲解合理饮食、适当锻炼等方面的健康知识，指导他们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

截至2020年，全市共有低保家庭老年人5.4万余名、特困老年人2.9万名、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14.4万名，农村留守老年人5.1万名。自2015年开始，我市各级民政部门按照省市有关
规定，对全市9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对65岁以上低保家庭老人发放基本服务补贴，
确保了这些特殊困难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

社区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
““家门口家门口””的专业照料的专业照料

68岁的杨爷爷早年因中风而导致如今行动非常不便。老伴去世后，有困难也不知
道找谁求助。“我们在搞人口普查时认识了他，他对‘智慧养老’很感兴趣，于是就帮他
在手机上安装了‘我的常德’APP。”三闾港社区工作人员刘芬说。从那之后，杨爷爷一
有需要，就在“常德养老”平台上下单助餐、助行等服务，还能呼叫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2020年，养老服务成功登陆“我的常德”APP，打破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地域
限制，实现老年人助餐、健康管理、精神慰藉等多种服务内容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释
放了居家养老的发展潜能。目前，全市已建成为老服务信息服务平台12个，不仅能开
展多项便捷服务，还拓展了远程提醒和控制、自动报警和处置、动态监测和记录等功
能。

深秋时节，天气逐渐转寒，但位于武陵区东江街道浮桥社区的“长者之家”却是格
外温馨舒适。在这个社区老年人照护中心里，娱乐室、图书室、电影院、食堂一应俱
全，社工与志愿者细心地为老年人提供着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

“天天都开心，这日子一点都不比城里人差。”74 岁的老人宋国华感叹。“长者之
家”是浮桥社区为本地70岁以上的老人及符合低保、孤寡老人等条件的特殊人员提供
的一个日间社区养老场所，还会在工作日提供免费午餐、心理咨询、医疗保健等义务
服务。社区工作人员高加蓉介绍，目前“长者之家”照料的老人共有145名，运营全部
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负责，现在注册的志愿者已达到100多名。如今，在常
德，这类“小而美，专而精”的社区养老机构越来越多，他们从设施配套、适老化设计入

手，在精细管理、温情服务方面下功夫，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这些变化的
背后，是市民政局对居家社区养老发展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市城区的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运营经费已纳入财政预算，为全市养老事业发展增添了能量。今
年，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出台了《常德市
新建住宅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从2020年7
月 1 日开始，每一个新建住宅小区都要配建养老服务用房。该管理办法的出
台，为“把养老院建在小区里”的实现打下了坚实政策基础，有力推进了我市
居家和社区养老体系建设的进程。

农村养老服务农村养老服务
让留守老人不孤独让留守老人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