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一片蓝天，同一张书桌”大型公益活

动，由深圳市松堡王国儿童家具全程赞助，携

手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与校园文化艺术专项

基金会共同主办，关爱留守儿童大型公益活

动之湘西行“爱心小天使”前往湘西参加爱心

之旅完满结束。

本次“爱心小天使”海选活动从6月3日

起至8月3日，在深圳、广州、长沙、合肥四城

进行选拔。每个赛区通过才艺表演的方式，

选出爱心小天使，他们获得与明星们一起前

往湘西地区的资格，通过篝火晚会的方式与

当地留守儿童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为

此，来自上述四地的小天使们使出浑身解数，

最终深圳站封佳媛、廖婉冰、廖学思、周熙然、

梁晨、陈亦菲;广州站吴雨轩、龚诗琅、李世

博、张荣、黄海涵，长沙站刘嘉莉、唐依依、易

文倩、舒阳、吴贝格、金洁余;合肥站高艺阳、

黄思廷、汪萍、方墨雪、李云鹤、查乐凡、杜禹

潼等参赛选手经过激烈的竞争与优美的才艺

表演赢得了评委老师的青睐与湘西行的资

格，同时获得了这一次独特的爱心之旅。

本次活动的承办方深圳松堡王国是中国

儿童家具十大品牌，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

度。通过为儿童营造舒适的家具，而享誉业

界。今天，松堡王国不仅给孩子提供一个安

全环保智慧成长的空间，更选择了从思想上

为孩子营造出一个精神家园。松堡王国儿童

家具联手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与校园文化艺

术基金会共同举办这次“关爱留守儿童大型

公益活动之湘西行”活动，以求能从新的领域

为孩子贡献一份力量。

8月9日，松堡王国儿童家具将邀请国家

一级演员陈思思，新生代草原歌星乌兰图雅，

实力派演员颜丹晨，以及孩子们喜爱的《魔幻

手机》主演陆小千的扮演者李滨四位明星前

往各城市，共同助力本次爱心公益活动。

活动主办方通过四地选拔赛诞生的爱心

小天使，于8月9日与国家一级演员陈思思，

新生代草原歌星乌兰图雅，实力派演员颜丹

晨，以及孩子们喜爱的《魔幻手机》主演陆小

千的扮演者李滨四位明星一起前往湘西地

区，与当地的留守儿童一起交流。在本次湘

西行中，四名爱心明星导师在当地开展别具

一格的爱心课堂，而松堡王国更会组建爱心

团队对当地留守儿童进行二对一帮扶活动，

为当地孩子与爱心小天使留下一次宝贵的回

忆。而更精彩的当数8月10日晚的湘西苗族

万人爱心篝火晚会，四位明星与爱心小天使

以及松堡王国儿童家具的爱心员工亲自组织

这场爱心公益活动，为湘西留守儿童共同献

上一份精神盛宴。

留守儿童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的父

母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为

了让留守儿童能够享有幸福的生活，也为了

让他们的未来更加美好，请热心人士多多关

注本次“关爱留守儿童大型公益活动之湘西

行”，跟随松堡王国儿童家具，一起为当地儿

童描绘出一个美丽的明天!

松堡王国儿童家具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

感、有爱心的企业，一直倡导”爱孩子、爱地球、

爱未来“的理念。此次松堡王国儿童家具“同

一片蓝天·同一张书桌”湘西行公益活动旨在

让更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让我们的孩子通过

这样的爱心之旅，净化心灵。只要人人都献出

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关爱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我们在行动，你在哪里?

“同一片蓝天·同一张书桌”爱心
小天使共赴湘西活动完满结束

省人大从今年人代会上代表提出的870件建议中，遴选出24件重点督
办建议。其中，涉及养老方面的13件建议。高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滚滚而来
的银发浪潮，如何使老年人度过一个安稳而幸福的晚年，成为社会共同关注
的问题。昨日下午3时，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对养老方面的13件建议进
行督办，13名省人大代表将剑指向了目前社会养老中的四大突出问题。

程鹏 星级记者 俞宝强

人大代表：陆亚萍

【建议内容】：去年夏天，

湖南省株洲市两“空巢”老人

孤死家中多日，直至尸体高度

腐烂才被发现的事例，使空巢

老人的生活状况再次引起全

社会的高度关注。

建议以社区为依托，建立

社区老人养老服务站，服务站

实行低价有偿服务，突出公益

性。服务站建立本服务范围

内“空巢”老人的档案和电话、

详细地址，做到能及时为“空

巢”老人提供优质服务。

【建议答复】：此项建议，

由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慈善

事业促进处答复：出台针对

“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政策，

首先应该摸底“空巢老人”的

底数和生活现状。

下一步，省民政厅将在指

导各地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空

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关

注，对社区内“空巢”老人基本

信息进行统计备案，适时掌握

其养老服务需求；同时，探索

将低收入老人居家养老服务

补贴范围向“空巢”老人延伸，

扩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补贴

人群范围，保障“空巢”老人的

基本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省人大代表：张莉

【建议内容】：解决居家养

老难以一步到位的实际情况，

建议当前先从解决老年人的

吃饭难问题入手，为老年人设

立“老饭桌”，把“老饭桌”尽快

引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

建议将享受优惠的老人

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甲类

老人为“三无”和特困老人，可

享受免费就餐；乙类老人为80

岁以上高龄、优抚、低收入和

残疾困难老人；丙类为空巢独

居困难老人及失独老人；丁类

为有经济能力且有就餐需求

者。根据不同标准为社区老

年人提供免费或优惠用餐。

“老饭桌”由社区房屋改建而

来，政府提供若干个公益性岗

位，米面油等由街道办事处解

决。每开办一张“老饭桌”政

府给予一定补贴。

【建议答复】：类似“老饭

桌”这种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开

设餐厅、提供送餐服务的模

式，在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

的部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已逐步实行。根据合

肥等地施行的情况，这种餐饮

服务模式为社区居家老人日

常生活提供了便利。但由于

我省各地差异较大，尤其是城

乡之间、地区发展不平衡，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也因此千差

万别，目前尚没有哪一种模式

能够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要

求各地“广泛建立以需求为导

向、社区为纽带、企业和机构

为主体、项目化运作为载体的

20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

目。积极培育专业居家养老

服务企业和机构，大力开发养

老服务公益创投项目，探索建

立虚拟化养老院。支持个人

利用家庭资源就近就便开展

为老服务，加快推进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

省人大代表：张超

【建议内容】：“谁来养老，如何养老”是全国人民都高度

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省进一步完善了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体系，出台了

《安徽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等6个文件，新建社区养老

机构257个，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实际开工项目239个，实

际建设床位2万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然而，在前进的过程中仍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部分地市县文件落实不到位，应该给予民营养老机

构的补贴没有到位。政府部门花了较多资金购买的社会养

老服务，由于服务提供方本身能力不足，导致没有产生应该

产生的效果。财政投入大量资金补贴民营养老机构忙于在

床位数量上扩充，对民营养老机构的质的提高上，却并未起

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建议在未来养老工作中，不定期随机调查民营养老机

构，了解政策的优惠是否已经落实到位。打造一批民营养

老机构的典范。对民营养老机构的购买应该采取先分类分

级审核，然后再对有能力的机构购买其服务，本着对服务对

象负责的态度，宁缺毋滥。

【建议答复】：关于打造民办养老机构典范的建议，为推动

示范性民办养老机构建设，省民政厅于今年上半年建立了省

级养老重点调度项目库，选取了6家具有一定规模、运营管理

规范的养老机构和养老产业项目作为省级示范项目。下一

步，省民政厅将配合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编制我省养老产业

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推荐有条件的民办养老机构走

连锁化、集团化经营路子，打造民办养老机构典范。

关于“以奖代补”的建议，目前，我省社会办养老机构建

设尚处于起步阶段，2013年底，全省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仅

有4.4万张，在各类养老机构床位总数（近30万张）中的占比

还比较低。

省人大代表：郎平

【建议内容】：随着老年

人口快速增长，无保障老年

人、农村老年人问题、城镇社

会养老需求矛盾将集中爆发

或显现，其中尤以久病老人

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一人

生病，全家发愁，医疗问题、

护理问题是绕不过的难题，

不仅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

也给家人带来沉重的精神负

担。据了解，许多医院也因

此增加医疗资源的负担。

建议突破现有医保政策

瓶颈，为久病重病老人住院

治疗创造条件。对病情较

重、需长期医疗护理，或短期

住院治疗不能好转的老人，

给予办理医疗专护，医疗专

护费用实行日包干结算，不

受院住院结算指标限制。

鼓励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

机构和社区，支持有条件的

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并纳

入医保，并建立医养融合的

养老机构或社区养老日托机

构，最大限度地释放家庭和

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建议答复】：省民政厅、

财政厅每年安排社会办养老

机构补贴经费时，均会优先

安排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机

构，并要求各地在制定社会

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政策

时，对收住失能失智老年人

的护理型床位，按照不低于

20%上浮补贴标准。各地民

政、卫生部门在推进养老机

构和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

的过程中，也就医养融合发

展作出了积极探索。

让老人孤死家中的事件不再发生

解决养老问题，先解决老人“一日三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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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养老机构的服务，还得再努力

“一人生病全家发愁”
的局面没有完全解决

老人一日三餐问题、民营养老机构发展问题、老人生病问题

13名省人大代表“剑指”养老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