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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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濮阳: 打好联动监督 “组合拳”

助力养老事业发展跑出 “加速度”

近年来,濮阳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濮阳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工作部署,在党委的领

导支持下,发挥人大制度优势,综合运用专题调研、执法检查、

听取工作报告、专题询问等多种监督方式,推动解决养老事业发

展中的困难问题,助力养老事业发展跑出 “加速度”.

一、提高调研精度,摸清全市养老服务实情底数.开展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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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麻雀”式调查研究,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为全市养老事

业发展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市人大常委会成立７个联动专题调

研、执法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入户走访、电话询问等方式,

深入３８家医疗机构、１３家养老机构、１４９家日间照料中心、６８１

户老年家庭进行深度调研,并通过 “线上＋线下”混合式问卷调

查的形式,主要面向中老年群体和养老从业人员开展调查摸底.

截至目前,濮阳市共建成县级特困机构９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２０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３１５个、乡镇敬老院７５个、农村幸福

院２０１６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９个.全市共有养老设施２４６８个

(处),养老床位达２７３８７张.市人大常委会对收集的针对老年群

体的１７５６份调查问卷进行了多维度数据分析,客观分析现状,

指出短板弱项,提出对策建议,形成 «濮阳养老情况调查»,报

送市委、转交政府、在媒体发布,为市级层面决策和养老企业发

展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持.

二、加大工作力度,扎实开展养老服务执法检查.４月份以

来,７个以主任、副主任为组长的联动监督专题调研、执法检查

组,以 “四不两直”方式分别赴五县四区对 «河南省养老服务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通过明察暗访,共发现、梳

理出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不足、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存在短板、医养

结合作用尚未真正发挥等７大类共性问题,３０多项具体问题及

时转交政府及有关部门整改落实.针对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

提出发挥政府保障引导作用,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健全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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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体系,织牢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多渠道加强农村养老服

务,推动养老工作城乡均衡发展等６项工作建议,有力推动了

«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在濮阳贯彻实施.

三、增加问题辣度,专题询问直面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在听

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市政府养老服务专项工作报告的

基础上,市人大常委会在常委会会议期间对养老服务工作开展了

专题询问.１３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委员化身 “考

官”,聚焦专题 “考点”,直面问题、依次发问.副市长及市民

政、发改、财政、市场监管等１１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如实应询,

不回避、不遮掩,讲具体措施,作郑重承诺.社区医养服务能力

薄弱、居家养老供需矛盾突出、基层健康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等问

题直指要害、直面矛盾,积极回应群众期待.询问结束后,及时

对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梳理汇总,列出清单,转交市

政府研究处理.下一步,市人大常委会将在强化 “问”后监督下

功夫,跟踪督办专题询问意见的落实情况,实行销号管理,形成

监督闭环,把专题询问成果转化为推进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

发展的实际效果.

四、提升为民温度,着力推动解决养老事业发展难题.在强

化监督落实下功夫,着力做好联动监督 “后半篇文章”,努力推

动监督中发现的有关问题解决、落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

代表和群众不满意不放手.自联动监督开展以来,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采取问题交办单等方式,已推动解决华龙区黄河敬托院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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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养老机构供水配套费减免、部分新建居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移交、个别乡镇敬老院政府购买资金支付、部分养老服务领域项

目资金拨付、部分公立医院６０岁以上老人免诊疗费等问题２０余

项,解决了部分养老服务机构的后顾之忧,为老人就医等争取了

优惠政策,努力推动实现让人民群众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

(濮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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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