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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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驻马店: 创新集中供养模式　破解村级养老难题

乡村养老是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

动监督工作的重点,也是市、县人大常委会检查出的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和村庄空心化的加

剧,乡村养老挑战愈发凸显.与城市相比,乡村养老机构不论在

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显不足,专业人员与设备严重缺乏,综合服务

体系有待建立.上蔡县小王营村位于驻马店市上蔡县城西南９公

里、黄埠镇东北２公里处,辖６个自然村,７个村民组,９１９户

４０４１口人,现有特殊特困老人家庭４７户１２６人.多年来,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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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特殊特困群体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存在住房条件差、生活

质量低、社会保障不足等养老突出问题.

养老服务联动监督开展以来,驻马店市人大常委会坚持问题

导向,把乡村养老问题作为监督工作突破口,推动政府及有关部

门破解村级集中供养难题,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整体推进,切

实以高质量人大监督助推乡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一是坚持求真务实,夯实整改民意基础.市、县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坚持 “四不两直”方法,通过进户走访、听取意见、

记录整理,访实情、察民意、听民声,用５天时间摸清４７户１２６

人的养老现状,汇总形成 “一户一档”的问题清单,确保整改工

作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

所困.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整改精准发力.针对走访调研出的

小王营村养老难题,市、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及时召开工作

推进会,聚焦政策支撑、经费来源、共建共管、住房安置、社会

保障等５个方面工作,协调政府及有关部门通过 “周转房”形式

解决村级养老难题.

三是坚持协同联动,形成整改工作合力.上蔡县人大常委会

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主动沟通衔接,组织召开１次问题交

办会议和２次工作协调会议,支持政府开展工作,确保问题整改

到位.县政府及有关单位积极对接、主动配合,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小王营村养老难题,建立问题清单,因地制宜研究整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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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立行立改,整改到位,用看得见的举措响应老人诉求,以看

得见的实效回应老人期盼.

四是坚持跟踪问效,确保整改见行见效.针对问题整改情

况,市人大常委会还将开展实地调研,并将村级养老问题列入市

政府整改工作报告重点和满意度测评内容,推动形成监督闭环,

确保整改更合民意、结果赢得民心.

经过认真查、扎实改、全力推,上蔡县小王营村级周转房集

中供养模式在破解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难题方面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一是聚焦周转房政策安排,明确规定周转房的入住对象必

须是本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二级以上肢体、智力残疾且日常饮食

起居不能自理、家庭无力照料或照料困难的人员,坚持自愿入住

的原则,按照 “户申请、村申报、乡审批、县备案”程序,筛选

确定入住人员,并进行公示,同时由入住人员的监护人签订委托

书、托养协议书,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和退出条件等,实现入

住人员动态管理,确保入住对象精准,做到应托尽托、应退慎

退.二是聚焦集中供养经费来源,按照 “财政列支一部分、部门

整合一部分、社会捐赠一部分”的工作思路,以财政投入为主,

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志愿者、企业家通过捐款捐

物、志愿服务等方式有序参与,形成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

良好工作局面.三是聚焦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提高周转房建设标

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生活需求;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签约

合作,为集中供养对象提供专业的医疗和健康服务.四是聚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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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特困人群需求,与医疗器械机构合作,为该村残疾老年人提供

定制化的轮椅、假肢、助听器等辅助工具和设备.

上蔡县小王营村级周转房集中供养模式通过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和市场运作,有力推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农村特殊特困难群

体社会保障,形成了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保障体

系,是破解农村特殊困难群体养老难题的有效探索和具体实践.

(驻马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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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