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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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开封: 创新老年助餐服务模式

用心、 用情守护老年人 “舌尖上的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心关注老年人吃饭问题.２００３年在浙

江工作期间,就提议给老年人办个食堂,并推动建成了杭州市首

家社区老年食堂.２０２３年底,开封市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口９６８

万,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养老,随着高龄、失能、空巢

老人数量持续增长,助餐服务成为社区老人的迫切需求和期望.

开封市人大常委会聚焦老年人 “吃饭难”问题,坚持把调研

作为监督工作的基础,“走街入户”收集群众 “微建议”、挖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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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真需求”,认真听取老年人、机构负责人和相关部门的意见

建议,全面摸清老年人就餐需求,持续关注全市老年助餐服务发

展,打造具有开封特色的助餐服务新模式.

(一)强化顶层设计.出台 «关于开展社区老年人助餐试点

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养老服务助餐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进一步规范老年助餐服务.加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３８个

街道已全部覆盖建设综合养老服务中心,４３７个社区已全部覆盖

建设养老服务场所,１０个县 (区)已全部建成至少１所以失能、

半失能特困人员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供养机构,７８所乡镇敬老

院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全部完成了改造提升,为老年助餐提供

场地.老年助餐场所统一命名为社区食堂,在重点满足老年人助

餐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兼顾全龄段社区居民就餐,让市民有处

吃、就近吃、吃得好,同时增加老年助餐场所的可持续性.在夜

间空挡,利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老年助餐场所开辟夜市,既有

效利用了资源,又提高了老年助餐场所的收入.在农村结合 “五

星支部”创建,利用闲置旧村室、旧学校、空心院等,建设一批

老年助餐场所,突出 “党建＋”引领作用.

(二)探索多元模式.在省市县三级联动监督下,开封市社

区助餐工作探索出多元建设模式并迅速成长,全市共建成老年助

餐场所２５８个,其中老年食堂８２个,老年餐桌７３个,老年助餐

点１０３个.一是探索民建公助.通过政府扶持、企业让利、市场

化运营,实现老年助餐可持续发展.以丽景社区助餐点为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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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餐饮企业 “胖饺儿”现有设施,在政府帮助指导下完成适

老化改造、设立老年就餐专区,为周边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二是

发展公建民营.政府投资建设,招引专业企业运营管理,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以金明池养老服务助餐点为例,金明池社区提供

用房,区民政部门负责装修改造,市场主体拎包运营.三是养老

机构搭载.利用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会养老机构、日间照

料中心等现有为老服务平台搭载助餐点.以工业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为例,已累计为周边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近１４万人次.

四是物业企业参与.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利用距离近、人员熟、条

件好等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在居民小区开办老年助餐场所.以橄

榄城社区助餐点为例,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助餐场所,为小区老人

提供贴心、实惠的用餐服务.五是村集体经济支持.在村集体经

济发展较好的行政村,采取村委会扶持餐厅自主经营的管理模

式,以微利模式经济老年助餐场所.以野厂村老年食堂为例,利

用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支持老年助餐服务,６０至７９岁老人就餐享

受８折优惠;８０岁以上老人１元即可享用.

(三)多元筹集资金.坚持内部挖潜和外部借力两手抓,构

建政府牵头、多方参与的 “五个一点”成本共担机制,一是财政

拿一点.对提供老年助餐服务的场所给予适当运营补贴.二是社

会捐一点.鼓励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乡贤人士为村助老餐厅捐

款、捐物,并在助老餐厅进行公示,通过 “爱心餐”让老年人感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三是个人出一点.对就餐人员合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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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倡议对６０－６９岁、７０－７９岁、８０－８９岁、９０岁以上老年

人适当收取不同标准的餐费.四是子女交一点.要积极发动外出

务工人员为父母交纳餐费,让老人吃上 “孝顺餐”.五是村集体

补一点.助老餐厅运营资金可根据村集体经济状况贴补一部分.

目前,全市共拨付资金１０２３万元用老年助餐场所建设,全市老

年助餐场所均在房租、水电气暖、税费等方面享受政府政策优

惠.

(开封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

焦作: 以城带乡连锁运营

实现养老资源有效整合无缝对接

老有所养不仅是每个家庭关切的 “家事”,也是关系经济社

会发展的 “国之大事”.养老服务联动监督工作开展以来,焦作

市认真落实 «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统筹建立市、县 (市)、区

三级联动养老服务协作机制,通过合资合作、委托运营、对口支

援等方式,推动城市养老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养老服

务协调发展.河南春晖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深耕农村养老,创新打

造 “党建＋社工＋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公私结合推进农村养老

服务市场化、专业化、多样化发展,连锁运营的５个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３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１５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

９个农村幸福院,累计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５２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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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助餐服务１万余人次、心脑血管病筛查１１万余名,为养

老服务连锁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案例.

一、发挥 “党建”引领优势,打造农村养老先行者.春晖养

老坚持以 “党建＋”为统领,以 “党建有阵地,养老有家园”为

运营理念,提升改造蔡庄慈善幸福院,运营３２个以县乡村为主

的公建民营项目,在焦作春晖、武陟春晖两个社会组织成立党支

部,高标准打造 “一园两室三长廊”党建阵地,营造了浓厚的党

建氛围,通过普惠养老项目凝聚党建惠民的思想共识.

二、发挥 “社工”专业优势,打造农村养老示范者.春晖整

合资源实现连锁运营,有效破解农村养老人才缺乏、服务供应不

足、运维难等问题.一是以培训轮岗制度化实现服务品质提升.

作为省人社厅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单位,春晖养老积极开展

养老 护 理 员 和 老 年 人 能 力 评 估 师 资 质 培 训,员 工 持 证 率 达

１００％,持证员工在３２家运营机构间轮岗调整使用,进一步促进

了运营规范化.二是以功能设置规范化实现敬老院转型.按照街

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居家社区服务功能对农村敬老院进行改造

提升,在一楼设置功能齐全的公共活动区域,为农村社会老人提

供服务场所和公益服务.三是以项目组网规模化实现良性发展.

按就近原则,将机构床位和农村幸福院床位按每１００张为一组,

调配使用,实现以城带乡、以大带小,微利经营.

三、发挥 “医养融合”优势,打造农村老人健康的守护者.

春晖养老在运营的３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探索 “以医助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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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３种模式:一是巡诊助医模式.企业配备医师、护师、

康复师、社工师、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团队到养老机

构定期巡诊,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实行个案管理.二是医养合

作模式.养老机构与当地二级医院签订医养合作协议,开辟绿色

就诊通道.三是医疗入驻模式.与当地乡镇卫生院在养老中心设

置医养区,派驻医护人员,实行２４小时诊疗服务.卫生院和养

老中心实现双向转诊,医养区设置标准病房,老人在养老院就可

享受低偿、专业、无陪护医疗服务.

(焦作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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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