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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专辑 (三十三)

郑州: 以监督之力推动

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新成效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监督实效,督促政府

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在政策制定上

下狠功夫,在强化建设上下苦功夫,在转型升级中下真功夫,积

极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取得新成效.

高位统筹谋划,联合印发村级养老指导意见

“如何增加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成为今年郑州市人大常

委会开展上下联动监督的重中之重.为此,市政府认真研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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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解决问题,加快补齐短板.６月份,市民政局会同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

健委等７部门联合印发了 «郑州市加强村级养老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郑民文 〔２０２４〕６６号),设定目标为到２０２５年,全市农

村养老服务设施 (含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邻里互助点

等)基本实现全覆盖,并从五个方面合理规划村级养老服务设

施.一是 “中心带点”.村级养老服务设施一般建在人口较多、

居住集中、交通便利的行政村中心区位,自然村较为分散不便

的,可采取 “中心带点”的方式分别设立具有配餐送餐、送医上

门、探访关爱等功能的 “邻里互助点”.二是资源整合.可依托

闲置的老村部、校舍、民房、厂房、农家大院等资源整合改造设

置,鼓励与村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村

卫生室等基层服务阵地贯连,也可根据实际设置 “一址多点”.

三是改造利用.支持鼓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土地优先发展

村级养老服务设施,有条件的可以将分散特困人员、独居、空巢

老年人的自有住房改造为村级养老服务设施.四是合理分区.村

级养老服务设施应合理分区,包括但不限于设置助餐服务、临时

休息、文娱活动、健康管理、洗浴洗衣和室外活动等功能区,配

齐基础生活设施设备.五是资金筹措.主要通过 “政府拨一点、

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付一点”等资金筹措方式,确保

建设规范和运营持续.

聚焦发力重点,积极推进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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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保障基础.政府及相关部门结合乡村振兴、五星支

部创建等重点工作,引入养老市场主体,不断拓宽养老设施服务

半径.通过村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一个 “白

天相聚交流、共同娱乐消遣、互相帮助照料,可以就餐临休、随

时回家自便、提供精神慰藉”的场所,通过 “日间统一照料,夜

间分散居住”等形式,向老年人提供互助养老的场所.打造村级

“老年幸福食堂”,探索集中就餐、向点供餐、居家送餐等服务模

式,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目前,全市已经建设７５９家村级养老

服务设施,其中２１０家设施自联动监督工作开展以来建成;拟于

年底前再建设５５１家,总数达１３００家,覆盖率达到６０％.二是

深化医养康养结合.积极协调县乡级医疗机构,根据本村老年人

健康特点和需求,通过家庭病床、上门探访、家庭医生签约等方

式,全程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完善村级卫生室的医疗配套设施,

配齐基本检查设备,储备足量常用药品等,培养全科医生,不断

提升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村卫生室配合乡镇卫生院为６５岁及以

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每年组织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

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加强对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以减少失能和重病等发生率.三是推进智慧养老.依托县级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建立村级老年人数据库,开展智慧助老行动,帮

助解决老年人在生活消费、出行、就医、办事等场景中遇到的困

难.链接整合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资源,开展信息采集、精神慰

藉、政策咨询、购买服务等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辅导农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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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智能技术,鼓励 “子女网上下单、老人体验服务”,实现农

村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匹配.

精心组织实施,有序促进养老服中心转型升级

针对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任务,郑州市立足实际、科学部

署、统筹协调.一是明确任务.制定了乡镇敬老院转型区域养老

服务中心计划,三年转型３０家,通过适当改造,增加设施设备

等方式,在满足特困集中供养对象需求的基础上,采取公建民

营、公建公营等方式,增加养老服务设施利用率,空余床位收住

社会老人,辐射周边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今年确定１０家乡镇敬

老院转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已完成２家,其余８家正在有

序推进,计划于１０月份建设完成,目前共收住社会老人７０余

人,已初步发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用.二是协调发力.充分发

挥联动监督功能优势,各区县 (市)人大协调发力,以巩义市为

例,截至目前,巩义市孝义街道敬老院、站街镇敬老院、康店镇

敬老院、回郭镇敬老院等４家敬老院已完成转型并投入运营.４

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前提下,富余床位

向社会上有需求的老年人开放,同时还将专业养老服务延伸至周

边居家社区老人,受到群众的好评.三是提质增效.充分发挥乡

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将专业养老服务延伸至村级

养老服务设施和农村居家老年人,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

式,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支持.打造不离亲、不离

家、不离群的１５分钟智慧养老生活圈的服务养老模式,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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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力提升人人享有、人人

可及的智慧养老示范点的高质量为老服务.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强

化跟踪问效,以高质量监督实效助推我市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水平再上新台阶,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郑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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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发: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一级巡视员、办公厅

副主任、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

事机构、机关各处室

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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