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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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

鹤壁: 人大监督助力打造 “一刻钟”

养老服务圈

今年以来,鹤壁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全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统一安排,科学统筹,创新举

措,精心组织,市县联动,打好监督组合拳,对全市养老服务发

展工作进行系统 “会诊”,综合施策,督促责任落实,督促问题

解决,有力促进了全市 “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建设.

提升站位,高位推动.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先

后１０多次召开党组会议、主任会议等研究联动监督工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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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委会主任任组长的联动监督领导小组和３个联动专题调研、

执法检查组,常委会班子成员、机关各委室全员参与.

汇聚合力,开门监督.在新闻媒体、人大网站发布公告,组

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引导全社会

共同关心、关注、支持、参与联动监督.将监督工作列为 “为人

民履职为鹤城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 “人大代表为

民服务日”活动、人大机关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内容,与代表建

议办理、民生实事督办结合起来,邀请五级人大代表深度参与.

问题导向,真督实查.举办养老法规和政策专题培训,赴成

都、重庆等地学习考察先进经验,提升监督的标准和针对性,形

成联动监督项目清单.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开展执法检查、专题

调研,实地查看、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现场暗访等,对象涉及

养老智慧平台、街道综合养老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养老院、医

养结合机构、助餐点、老年大学、养老生产企业等,实现了对地

区和点位类型的全覆盖.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政府专项工作报

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审议,形成问题和责任 “双清单”.

精准发力,务求实效.常委会会议期间,组织开展专题询问

和问题转交,１３位委员代表进行询问,民政、发改、财政、人

社、卫健、自然资源规划等６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接受询问,一问

一答之间,展现了人大的刚性监督和政府的务实作为,现场将审

议意见及２６个问题转交市政府和县区研究办理.为充分发挥立

法引领、规范作用, «鹤壁市居家社区养老促进条例»６月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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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将于１１月份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

查批准.市、县两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动接受监督,强化责

任落实,狠抓问题整改,集中攻坚,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全市

“一刻钟”养老服务圈日益完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一、贴心关爱,守护养老美好 “食”光

淇滨区九州街道 “睦邻小厨”助餐服务,与２０多家餐饮企

业进行对接,经过综合测评,最终达成了街道统筹协调社会资

源、移动公司开发点餐小程序、餐饮企业提供配餐服务的三方协

议合作,让老年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吃上 “实惠饭”.形成线上点

餐、餐饮企业接单配餐、志愿者团队精准送餐服务模式,小程序

点餐简单易操作,免费配送且价格低于市场价,一经推出便受到

一致好评.自４月份开展助餐服务以来,在该街道１０多个社区,

“睦邻小厨”日均点餐达到３００余份.

今年,我市将老年助餐工作纳入市重点民生实事和 “三城建

设”工作专班重点督导事项,争取上级老年助餐专项资金５１５万

元,大力推行 “中央厨房＋社区就餐＋送餐入户”的社区老年人

助餐服务模式;搭建 “线上＋线下”助餐支付平台,配置信息化

结算设备,实现 “刷脸支付” “刷卡就餐”,有效改善高龄、孤

寡、失能老人做饭难、就餐难状况.目前共布置老年助餐场所

１８６个,１２６ 家助餐机构开始试运营,完成省定助餐任务的

７８８％.下一步,坚持多元投入、抓紧建设,实行 “个人出一

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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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解决资金问题;重视适老化元素,对如就餐区域、等候区

域、结算系统等助餐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通过定期会商、一月

一督导、现场观摩等方式抓建设进度,确保１１月底大头落地,

年底前完成所有助餐场所的改造建设,为社区老年人倾力打造优

质便捷的助餐服务.

二、转型发展,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一走进淇县北阳镇敬老院,漂亮的花池、凉亭就映入眼帘.

通过争取上级项目资金,该敬老院将东楼等设施进行无障碍提升

改造、购置设施设备,成功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方面,

积极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内设厨房、餐厅、娱乐室、会

议室、健身房等生活设施;定期改善老人生活,每逢中秋、重

阳、春节等重要节日,通过娱乐、游戏、过生日宴会等形式,使

老人切实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另一方面,将多余床位向社会

老人开放,同时还可以为周边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日间照料等服

务,成为附近农村养老的核心阵地.

今年,我市将推进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补

齐农村养老短板作为重要工作,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消防等

设施设备购置,增强乡镇敬老院指导和服务功能,在满足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用富余床位向社会老人开放,为周边

老年人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满足社会面的养老需求.人

大联动监督工作开展以来,已争取上级资金３００万元,完成乡镇

敬老院转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１个,浚县５个乡镇敬老院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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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造转型,拟于２０２５年７月完成,将有效提升农村区域养老

服务中心的辐射能力和服务水平.

三、医养结合,构筑养老无忧 “健康网”

在山城区仁和养老服务中心入住７年多的易桂枝老人感慨:

“老伴因小脑萎缩成了植物人,需要精心照护.这里的医护人员

全天在岗,有事一摁呼叫器,他们立即就到.”这样的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不仅造福了身患疾病的老年人,也为很多家庭减轻了照

护负担.山城区仁和养老服务中心建在鹤壁仁和中西医结合医院

院内,共有２００张床位,其中１２０张是护理型床位.为更好地整

合医疗资源服务入住老人,这里设有现代化的老年病科,人员、

设备等配备齐全,做到了让患病老年人 “小病不下床、大病不出

院”.充分利用智慧医院平台,积极探索 “互联网＋护理服务”,

开展居家护理延伸服务８个项目,提供拔罐、静脉采血、血糖监

测、口腔护理、氧气吸入、留置胃管、留置导尿管、伤口造口护

理、PICC维护等４０余项服务.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共开展居家护理

业务和护理咨询业务１９４１单.

我市推进 “医办养” “养办医”等多种模式医养结合,全市

１９家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 (含护理院１家)被命名为河南

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６２家基层医疗机构被命名为老年友善基

层医疗机构.累计建成国家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４个,省级９

个.相继出台 «关于深化医养结合促进健康养老发展的意见»

«关于推进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鼓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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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截至目

前,全市已建立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７家.山城区被确定为

河南省１０个 “全链式”医养结合模式推广应用县区之一.

四、规范服务,托起家门口的幸福 “夕阳红”

周一剪指 (趾)甲、周二清洁生活用品、周三整理内务、周

四换洗床上用品、周五洗澡山城区红旗街街道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走廊墙上整齐悬挂着老人护理记事栏、护理人员岗位要求及

行为规范、入住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等,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及

护理注意事项都被细致标注.这些信息的公开透明,透露着养老

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

目前,全市共建成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３０个、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２３１个.人大联动监督工作开展以来,养老服务设施新

增改造提升面积１３７４０平方米,新增购置设备５６套,新增床位

２００余张.积极推动养老机构消防验收工作,全市５６家住人养

老机构,１３家养老机构取得住建或消防部门出具的 «消防验收

合格证明»,４３家养老机构全部取得第三方出具的 «消防设施检

测报告».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３０８２户,完成省定任务量的

１７２％,提前２０个月完成 “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任务.出台我市 «关于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及职

责分工的通知»及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指导性目录»,进一步细

化各部门职责分工、服务内容或标准、办理程序,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在率先实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的基础上,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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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构建起机构、街道、社区、居家相结合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网络,养老服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更多样、更精细、更标

准、更规范.这些养老服务设施还为周边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助

餐、助浴、助洁等服务,建成了以点带面、辐射周边的惠民便民

“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鹤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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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