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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淮北市成为民政部、财政部

批准的第三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市。自开展改革试点以来，该市以“绿金

淮北、精准养老”的养老服务理念为引导，全

面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

并取得了诸多成果。

2018年8月，淮北市出台了《淮北市构建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2018-2020 年）行动计

划》，为养老服务体系三年建设提供了政策支

持。2019 年 4 月，淮北市制定《淮北市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智慧化建设实施办法》，

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给予一次性

建设补助、运营补贴、贷款贴息补助购买服务

补贴等。

近年来，根据《淮北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专项资金使用方案》，2018 年至

2020 年，淮北市将整合各类资金共计 1.755

亿元，用于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自试点启动以来，淮北市共实施了10个

服务项目，已实际拨付、支出中央财政支持的

改革试点专项资金1600万元。截至2019年

10月份，淮北市共为50850 名老人发放高龄

津贴1359.02万元。

记者从淮北市民政局了解到，该市打造了

市、县（区）两级养老智慧平台，为全市老年人

提供统一的“12349”呼叫中心服务热线，利用

后台管理系统和移动APP、微信等终端，全天

候为特定老年人提供居家生活服务、餐饮配送

服务以及信息服务等项目的综合服务信息化

平台，全力打造养老“十五分钟服务圈”。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全市共有

公办、公建民营和社会办各类养老机构 400

余家，合计养老床位17000余张，每千名老人

拥有养老床位超过 46 张。在增加养老床位

总量的同时，注重优化床位结构，重点支持服

务失能、部分失能老人的护理型老年护理院

建设，150张床位以上养老机构21家，按照要

求全部内设医务室或护理站。

因地制宜，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安徽多地打造地方特色养老服务模式

安徽省纵贯江淮流域，南部与北部在风土人情上

有着较大的差异，各地的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也

有很大不同。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多地通过因地

制宜，发挥各自在资源上的优势，打造出了多样化、独具

地方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 □ 记者 唐朝

宣城市：推进“三级中心”建设
构建信息化养老服务模式

数据显示，到 2018 年末，宣城市常住人口达 264.8 万

人，其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61.88万人，老龄化程度达到

23.37%，超过全省、全国平均水平；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40.83 万人，占总常住人口的 15.42%，占总老年人口的

65.98%。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目前宣城市已设立151家养

老机构、8家公办福利机构、53家民办养老机构、90家特困

供养机构；150 张床位以上养老机构共有 40 家，并全部内

设医务室或护理站。据介绍，目前宣城市共有养老机构床

位数 1.8 万张、护理型床位 1.06 万张，护理型床位比例达

55.4%；县级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7 家、街道（乡镇）养老

服务中心74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站86家；城乡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面积达6.6万平方米。

2018年以来，宣城市启动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设，

将社区养老服务用房配建要求纳入新建小区规范性审查范

围，严格落实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与住宅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2019 年，宣城

市将建成 7 个县级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74 个街道（乡

镇）养老服务指导中心、8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全市养老服

务“三级中心”建设覆盖率将达到61%以上。

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宣城市正积极构建信息

化养老服务模式。截至目前，该市1区2市4县均引入了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辖

区的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对一

些偏远地区不适合开展上门服务的，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120 元的标准发放补贴，1～9 月全市共发放养老服务补贴

资金1946.84万元，惠及20782名老年人。

目前，宿州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近百万，

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且呈加速趋势，老年人养

老服务需求与现阶段该市养老服务业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渐趋显现，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

必要且紧迫。

据介绍，宿州市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人或有法定赡养

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全部纳入特

困供养范围，向所有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

放普惠制高龄津贴，对于百岁老人和低保高

龄老人提高补助标准。该市向城乡低保中的

失能老人和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养老服

务补贴；将特困供养人员、农村低保对象全员

足额缴纳新农合保费，实施“一站式”医疗救

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困难老年人“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同时，宿州市正把有条件的农村敬老院

转型升级成为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在满

足特困供养人员供养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资

源为农村失独、空巢、独生子女失能父母等养

老困难家庭老年人提供低偿的全托、日间照

料和助餐助洁等服务。及时汇总收集留守老

人信息，建立留守老人数据库，成立了镇村留

守工作小组，建立农村留守老人联系帮扶制

度，推动以各类社会服务组织和群团组织发

展，为留守老人提供服务。

此外，在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方面，宿州

市明确在开发建设单位应按照每 100 户 30

平方米标准在住宅小区内配建社区工作服务

用房。社区工作服务用房和养老服务设施应

与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

同步交付。据统计，目前宿州市所有新建城

市小区均配有养老服务用房，城市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配建率达到 85%，并在全市实现了

城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

60%的覆盖率。

宿州市：强化兜底保障 推进农村养老体系建设

淮北市：资金保障稳步推进 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迅速

记者从池州市民政局了解到，目前该市共有老年人口

29.5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8.17%；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服

务机构 79 所、床位 1.2 万张。在池州市的各类养老服务机

构中，包括老年公寓4所、光荣院1所、农村敬老院66所、民

办养老机构 8 所。建成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5 个，街道

（乡镇）养老服务指导中心39个，社区养老服务站41个。

据了解，池州市150张床位以上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

或护理站的有 22 家，比例达到 100%。150 张床位以下养

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合作率达到100%，5家医疗机构为

老年人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全市特困供养对象共计 9740

名，其中分散供养特困对象 5675 名，集中供养特困对象

4065 名，推进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统一，供养标准平均达

804 元/人·月。1～10 月份累计发放特困供养补助资金

5150 万元，落实物价上涨补贴政策，累计发放物价临时补

贴40万元。

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方面，池州市实施消防改造达标

工程，投入 3000 余万元整体推进 66 所农村特困供养机构

消防改造，取得消防许可（备案）44 家；投入 360 万元对 17

个养老机构实施食堂、厕所改造和房屋维修；投入近150万

元加强护理专区建设，护理床位占比提高到30.47%。

通过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养老一体化，池州市已成功

争创成为长三角区域养老一体化首批试点城市。记者了解

到，池州与上海市静安区现达成试点共建协议，两地政府部

门互访 3 次，并拟在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沪、苏、浙开展开放

对接之际正式签约。

此外，目前池州围绕发展大健康产业，已被定位为健

康养老基地。全市拥有九华山茶溪小镇、石台大山村等多

个健康养老项目。其中，石台县大山村位于东至、石台、祁

门三县交界处，村内土壤中有对癌症、心血管病等多种疾病

具有显著治疗作用的硒元素，是全国罕见的富硒地质区域，

被誉为“中国第一富硒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