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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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

三门峡: 在助推养老服务发展中彰显人大力量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三门峡市常住人口２０２万,其中:６０岁以上

人口４４４万人,占总人口的２１９８％,与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相比分

别上升２５８和１４８个百分点,养老问题日益严峻.全省 “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开展以来,三门峡

市、县人大常委会多措并举、多点用力,履职尽责为疏通养老服

务工作的 “堵点痛点”、解决老年人的 “急难愁盼”巡诊把脉.

高位部署推动,扛牢监督责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关百姓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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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迫切需要推动的重要工作.省人大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以联动监督的方式助推养老服务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我市各级人大要把握好这个契机,着力工作重点,

积极主动作为,在切实发挥人大助推功能上下功夫”在年初

召开的八届市委常委会第１０４次会议上,三门峡市委书记范付中

听取人大常委会汇报养老服务联动监督的有关情况后,对做实全

市的监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和市委部署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高度

重视,专题研究联动监督工作. “我市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未

来的我们都会步入老年人行列.作为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

关,我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更要发挥监督、立法等职能作用,

以人大之力推动地方养老服务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栗金强在常委会党组会议上感慨动情.为做

好我市的联动监督工作,栗金强主任认真部署安排,多次听取相

关工作汇报,提出切实可行意见,对监督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全力

协调处理,指导人大相关委室及政府有关部门梳理养老服务工作

的重要情况、重大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

市、县两级成立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为组长的联动监督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综合监督方案,组成多个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组,

先后召开全市联动监督协调会、部署推进会、工作调度会、座谈

汇报会等,对照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重点内容形成职责清单.市

政府下发 «督查通知»,对相关单位承担养老服务的重点任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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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再夯实.开展专题学习培训,网上线下齐发力,组织各级

人大干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了解掌握养老服务领域的工作

部署、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明白联动监督 “干什么、怎么

干、如何干出成效”.

汇聚工作合力,全面摸清底数

“协调政府及有关部门合力工作,摸清我市养老服务工作的

基本底数,是做好养老服务联动监督的重要基础.”栗金强主任

在听取市人大有关专委会汇报监督工作推进情况时强调.

为使联动监督更加精准有效地开展,市、县人大常委会一是

营造监督氛围,利用传统＋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报道老龄工作

和养老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联动监督工作情况、经验做法

等.开展养老服务知识答题、问卷调查等活动,相关职能单位、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和老年人家庭成员广泛参与,社会影响不断扩

大.各乡 (镇)人大干部携手民政所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田

间地头与基层群众面对面交流、宣讲,关心关注养老服务工作一

时成为社会热点.二是丰富监督形式,市人大常委会由２－３人

组成调研检查小分队,轻车简从,以 “四不两直”方式深入部分

乡村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随机暗访、了解实情.市、县人大常

委会分层次听取各相关部门养老服务方面情况汇报.灵宝市按照

乡镇敬老院、社会办养老机构、农村幸福院、医养结合机构四个

类型分组进行专项调研检查.陕州区４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别

带队深入各乡镇 (街道)开展包片监督.卢氏县针对地域面积
—３—



大、养老服务机构设置分散特点,组织各乡 (镇)人大主席团在

辖区内对养老服务机构逐家调研、摸排情况.各级人大实地查看

养老服务机构１７２家,走访老年人９９５人,召开座谈会２６次,

现场反馈问题８４项、提出改进建议１１４条.三是激发代表活力,

与正在开展的 “为人民履职、为中原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主

题活动相结合,让代表履职 “活起来”.期间,７０５人次各级人

大代表深度参与专题调研和执法检查,深入养老机构、社区、乡

村,面对面听取城乡老人、养老护理员、机构负责人等意见建

议,全面摸情况、掌握群众需求,先后走访公办、民营等不同类

型的养老机构９７家,形成调查报告２６份,提出意见建议１１７

条.与督办代表建议相结合,认真梳理２０２４年涉及养老服务工

作的１６件人大代表建议中反映的问题、意见,通过人大常委会

领导牵头督办、各专委会 (工委)分工督办、代表工委协调督

办、人大代表参与督办,实现建议高质量办结、相关问题有效解

决.

党政领导重视,监督实效更加凸显

“人大对养老服务工作开展监督,市委、市政府对民政工作

特别是老年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视支持,我们的养老服务工作也更

好做了.”市民政局分管养老工作的负责人在陪同调研中不时表

达着内心的激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

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联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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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市委书记范付中亲自督办新建三门峡市养老中心等有关养

老服务建设项目,并带领相关部门进行专项调研,主持召开座谈

会专题研究养老服务工作.市长徐相锋多次听取民政等部门汇

报、深入基层调研,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组织学习上级加快推

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会议精神、政策要求,商讨解决

三门峡居家养老服务面临的困难问题.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了

全市加快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现场会、全市养老服务

设施 “五个一”建设推进会、全市养老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等,

对有关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调整市老龄工作委员会,进一步

细化完善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着力凝聚养老工作发展合力.

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密切关注、支持下,市、县人大常

委会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联动监督工作扎实推进,有力促进了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全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服

务、投融资、人才保障、综合监管 “五大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

完善;温泉疗养、森林康养、中医药康养等 “颐养三门峡”健康

养老品牌正在积极打造;１４家乡镇敬老院成功转型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农村养老短板补齐速度加快;投入７４４万元用于实施

人大代表票决的２０２４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老年人助餐服

务工程”建设,全市建成并投入使用街道、社区 (乡村)老年助

餐场所１８０个,任务完成率１００％.«三门峡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促进条例»作为推动全市居家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经

过多次调研、论证、修改、审议后,将于今年１１月提请省人大
—５—



常委会审查批准.

坚持问题导向,以闭环监督促落实有力

监督目的在于推动工作落实,必须环环相扣、有始有终.市

人大常委会把握 “四个一”,强化跟踪监督.一是形成一个意见.

今年６月,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检查

«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市政府关于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情况专项工作报告,会议在肯

定全市养老服务发展成果的同时,提出了养老服务要素投入保障

不够充分、部分养老服务扶持政策落实不够到位、养老服务机构

发展不够平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相对较弱等问题和改进建议,

形成了 «审议意见书».二是梳理一个清单.结合省人大常委会

向三门峡交办的问题,并梳理市人大常委会在调研检查中发现但

尚未解决的、会议审议中提出的问题,共２５条,合并形成 «三

门峡市人大常委会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联动监督问题清单»,以交办会形式,连同审议意见,面对面向

市、县人民政府及市直有关单位进行集中反馈,提出整改要求,

明确办理时限.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的问题清单也陆续向当

地政府进行了交办.三是落实一项制度.建立月督查、月报告、

月推进制度.督促市政府以 «政务督查通知»形式将问题整改落

实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建立整改台账,进一步夯实整改责任.承

办单位均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结合部门工作实际,对照审议意见

和 “问题清单”,着力在完善养老服务政策措施、优化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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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建设、推动养老服务规范发展、培养养老服务人才等方面下

功夫,积极破解养老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四是弘扬一种

精神.以 “钉钉子精神”,持续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人大交办

的问题抓好整改,能立行立改的及时改,需要一定时间整改的列

出计划表有序推动,一些因客观情况短时间较难整改的提出研究

思路、落实措施持续推进.人大常委会结合工作情况,需要列入

下一年人大监督工作计划进行推动的,跨年再盯工作成效,以有

力有效的监督刚性促进问题切实解决.

目前,省人大常委会明确交办三门峡市政府落实的３个问题

２项已整改到位;１项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已完成７４４％,计划

于２０２５年６月逐步完成.市、县人大常委会交办政府及相关部

门的问题７３％以上已整改完成,其他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

(三门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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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