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住60%以上，
每张床位获补1000元
合肥民办养老机构补助办法出台

记者 赵莉

相关新闻

日前，合肥市民政局制定的《社会民办

养老机构运营补助实施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明确，“社会

民办养老机构（50 张床位以上、集中居住）

正常运行第 2 年起，入住率在 60%以上的，

按实际入住床位数，每张床位给予 1000 元

的运营补助。”

每张床位可获1000元补助

合肥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常常遭遇瓶

颈，如何更好地发展呢？根据最新出台的

《社会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助实施办法（试

行）》之规定，社会民办养老机构（50张床位

以上集中居住）正常运行第2年起，入住率

在60％以上的，按实际入住床位数，每张床

位可获得1000元的运营补助。

此外，社会民办养老机构的床位设置

要符合国家《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

范》等有关规定，直接用于服务对象的生

活、康复等用房所占比例不低于总建筑面

积的70%，并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和

合居型标准计算床位数。

申请材料本月报送逾期不候

相关人员介绍说，有关部门受理运营

补助的申请每年有两个时间段（4月、9月），

今年，符合运营补助政策的社会民办养老

机构马上就可以提出申请。值得注意的

是，申请者需要在本月底前自行报送相关

材料，逾期将可能不被受理。

申请时，民办养老机构需自行向市行

政服务中心市民政局窗口报送《合肥市社

会民办养老机构运营报表》、《老年公寓入

住人员登记报表》、《社会福利机构证书》和

《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年审合格复印件等

材料。

七类情形不享受补助

“存在以下七种情形之一的均不得

享受运营补助。”该《办法》对此做了详细

规定。

具体而言，（一）当年享受一次性开办

补助的 ；（二）床位未达到50张床位以上、

且不是集中居住的 ；（三）入住率未达到

60%以上的；（四）逾期（4 月、9 月）报送材

料的；（五）《社会福利机构证书》、《民办非

企业登记证书》年审没有通过的；（六）没

有与服务对象或者其家属（监护人）签订

服务协议的；（七）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相

关职能部门发出整改通知后拒不整改或者

整改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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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一：管理与服务人员难觅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家民营老年公

寓——九久夕阳红老年城了解到，大部分

老年公寓会“遭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

是护工难寻。

“目前一位护工要照顾5个左右老人，

而专业的护理员很难找，大部分都是一些

年纪较大的人，缺乏专业基础。”九久夕阳

红老年城院长谢芬告诉记者，除了服务人

员很难招聘到外，专业管理人员紧缺的问

题也相当突出。

在采访中，谢芬还不止一次地强调护

工短缺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在经开区

童话名苑老年公寓采访中，院长徐玲告诉

记者，招聘护工和专业的管理人员也是他

们很头疼的事。

瓶颈二：资金不足，运转乏力

让童话名苑老年公寓创办人徐玲更

“头疼”的事就是资金问题。“我喜欢老人，

因为他们身上有童趣，我也同情他们，他

们中不少人老无所依。虽然我选择了这

一行，但是，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亏

损！”徐玲说，2010年 5月，自己和另外两

个合伙人开了这样一家老年公寓，从开业

到现在已经亏掉了10万元。

同样，遇到资金问题的还有松乔苑老

年护理院。负责人许勤院长告诉记者，他

们目前租的是26间民房，房租就是一个

大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合肥市

老年公寓的月收费在800元到 1000多元

不等，大部分类似机构只能收支平衡。

瓶颈三：不规范的市场影响发展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合肥众多养老机

构自身的不规范也是影响行业发展的一

个问题。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陆永传律师告

诉记者，他长期观察该行业发展，但是目

前有关部门对养老机构在准入和监管上

都有漏洞，如房屋等硬件规定等。

陆永传律师同时告诉记者，据统计，

2008年以后公布的9项与养老有关的法

律法规、行政规定中，却没有专门针对养

老机构的。“应尽快完善养老机构的市场

准入与监管制度，让养老机构的运行有法

可依。”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政府扶持

政策的缺失、兴办者理念的落后等都在制

约合肥老年公寓的发展。

省城老年公寓冷热两重天
记者 何曙光 文/图

如今，“老龄化”已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老年人的生活现状、社会保障，尤其是老年人的居住等问题

亟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入。作为解决老年人居住问题的老年公寓如今已经被誉为“朝阳产业”。那么，这些老年公

寓在省城合肥到底建设和发展得怎么样？为此，记者在全城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调查。

探访一 楼梯扶手上晒着脏被褥
时间：9月7日下午 地点：金色港湾老年护理院

经过熟人的介绍，

记者找了很久才沿着一

条破烂的道路，走进了

位于常青街道的金色港

湾老年护理院。

一进到这栋楼，三

楼里传来阵阵麻将声，

几位年轻人告诉记者，

“养老院在四楼，虽然三

楼以前也是，但是现在

不办了。”

空空的楼道内只留

下几张老年公寓的“制

度”挂在墙上，十几间屋内，凌乱地堆放着

空空的木床和衣柜。

四楼，几位老人正在楼道里交谈着什

么，一位近 50 岁的工作人员正在设备简

陋的厨房内忙活，隔着打开的冰箱，记者

看到一大盆咸菜和一小盆烧好的咸鱼。

工作人员忙解释说：“咸鱼是我们自己吃

的，咸菜是他们（指老人们）晚上吃的！”

走访中，让记者惊讶的是，顺着四楼

的楼梯道，两床打上补丁的被子被“晾”在

楼梯的扶手上。被子又潮又脏，尿迹斑

斑。记者在该楼的天台上，发现几件已经

生锈的健身器材。

探访二 屋内挤满了小木床
时间：9月9日傍晚 地点：松乔苑老年护理院

一到门口，记者首先看到的是，紧锁的

铁门前五桶散发出恶臭的垃圾。见记者在

拍照，一位下楼的老人一脸漠然，而此时，

一张躺椅正紧挨着垃圾桶。

经过工作人员的同意，记者随后走进

了该老年公寓。此时，一位穿着棕色T恤

的工作人员正在给老人们打饭。随后的交

谈中，记者了解到，入住在这里的老人的晚

饭是稀饭、咸菜加馒头。

就在此时，雨仍在下。一位不能言语

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细雨散落在他的脸上。

“为什么不把老人推到没有雨的地

方？”听到这话，工作人员赶紧慌忙将老人

推到屋檐下。

在该老年公寓的二楼，阵阵腥臭不时

传来。屋内，挤满了小木床，几位老人，有

的在呻吟，有的在熟睡，有的在呆呆地看

着门外。

探访三“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伴”
时间：9月8日傍晚 地点：益寿院老年公寓

这是合肥市仅有的两所公办老年公寓

中的一所。同样是开饭的时间，98岁的陈

芳老人走到餐厅，她告诉记者，其实自己的

儿女不想让她住在这里，但是，她觉得这里

更舒服，所以就来了。

“在家待着太孤单，这里什么都有，有

吃有喝，有玩有伴，7年了，早就喜欢上这

里了！”记者随后看到老人当天午饭的菜

谱：毛豆米烧鸡翅、韭菜炒鸡蛋、花菜、紫菜

蛋汤。

采访中，记者得知，这里住着一位107

岁的虞老太太。见到老太太的时候，她正

坐在床上，有一位护工在一旁看护。

就在记者向这位出生于1904年的老

人问好时，她立刻双手合一，口中喃喃地回

应道：“幸福无疆、步步高升啊！”

欲离开这所老年公寓时，医务室的一

位老医生告诉记者，他的任务是除了平时

给老人们做定期的体检外，每天早上还要

到每个老人的房间里查一遍房。

通过对几家老年公寓的调查，不难发

现合肥多数的老年公寓发展境况不如人

意。合肥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陈先文也

称，“合肥市老年公寓共有 38 家，其中只

有2家是公办，其余36家均为民营。”陈先

文坦言，虽然有提法说老年公寓是个“朝

阳产业”，但是，从目前来看，合肥市的许

多老年公寓普遍存在资金不足、入住率不

高等发展“瓶颈”。

健身器材无人问津健身器材无人问津

百岁老人在老年公寓

三大瓶颈制约省城老年公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