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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安徽养老发

展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养老政策在逐

步放开，养老市场潜力也在不断被挖掘，放开养

老“新市场”，优化养老“新环境”，盘活养老“新

资源”，激活养老“新引擎”，培育养老“新沃土”，

推动着安徽养老改革创新,难点工作取得突破，

重点工作取得成效，安徽养老事业正面临着新发

展和挑战。

据了解，安徽省民政厅以深化改革的动力，开

放包容的胸怀，行之有效的措施，全力培育长三角

养老服务业投资和发展的“安徽沃土”，打造长三角

养老服务“后花园”。紧紧围绕老年人最急最忧最

怨的问题，抓统筹、抓共治、促共赢，确保老年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安徽省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多层次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为培育“安徽沃土”提供了

发展规划。在投资上，安徽省秉持“开放政策”为保

障，降低门槛、放开市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养老

服务项目与当地投资者享受同等政策待遇。

开放的同时，离不开背后的支撑和前方的牵

手，健康产业投资资金、专项扶持资金等助力安徽

养老产业发展，而在前方，是整个长三角协同发展

的平台支持。即将举办的长三角民政论坛正是一

枝“橄榄枝”，必将推动长三角区域养老事业加强交

流、深化合作，重点在区域性产业基金设立、养老服

务信息数据共享、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制定和贯彻、

行业监管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共享和合作力

度，逐步打造资源统筹、信息共享、标准统一、监管

联动的长三角养老服务业发展平台。

在这一大背景下，安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借鉴先发地区经验、发挥自

身资源禀赋、抢抓机遇、借力发展，培育养老服务

“安徽沃土”。

培育“安徽沃土”，深化全方位合作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

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发展养老服务业

融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推动我

省养老发展已经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后的开局之年，安徽民政事业和养

老服务发展抢抓机遇，积极作为，积极融入

长三角，主动对接苏浙沪，11月19日，苏浙

沪皖将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继续共同举办长三角民政论坛。资源共享，

共同推进民政事业、养老服务发展。

在刚刚成功举办的2019年养老发展

与中医药健康养生高峰论坛暨博览会上，

安徽养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潮平两岸

阔，安徽养老乘千帆而过，补短板增动能，

多措并举，不断深化养老事业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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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博会”搭建安徽养老大平台
聚焦长三角，安徽养老产业融入一体化大发展

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我省一直坚持

以创新为驱动，铜陵、合肥、安庆、阜阳、淮北、

蚌埠、马鞍山、池州先后被纳入第一、第二、第

三、第四批国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地区；2018 年启动智慧养老试点示范工程创

建活动，遴选第一批试点示范单位 8 家,今年

正在推进试点示范。

目前，我省正持续优化智慧养老发展

环境，建设全省性养老服务数据资源中心和

应用服务平台；加大试点示范力度，打造一

批智慧养老机构和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示范项目；按照普惠适用加适度倾斜的原

则，整合现行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制定适用

的财政奖补、金融扶持、试点推广等政策，引

导智慧养老产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今年6 月，安徽省政府出台

了《加快发展智慧养老若干政策》。今后，我

省将大力支持智慧养老机构建设，实施智慧养

老机构创建工程，引导已投入运营的养老机构

创建智慧养老机构。到 2020 年底前，全省将

建设50家省级示范智慧养老机构。

在智慧养老产品方面，安徽省将引导

省内优质养老服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

生产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发展，在智慧养老

服务、智慧养老产品和技术应用等领域打

造创新示范模式。对智慧养老领域的新兴

服务模式推广、新兴技术应用、新兴产品配

备，按规定享受养老服务、数字经济、三重

一创等政策资金扶持，按规定纳入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目录范围。

此外，根据相关要求，我省市、县两级还

将整合现有养老服务管理系统等资源，主动对

接省级建设要求和进度，协同推进养老服务信

息化建设。到2022年，建成纵向贯通、横向对

接、覆盖全省的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和管理系

统。依托全省性的养老服务数据平台，有序向

各类服务主体提供数据共享与交换，为公众提

供养老服务查询和搜索功能。

随着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全省地

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差距大，养老资源城乡、区域分

配不平衡，安徽省养老产业存在突出问题和短板，

促进城乡、区域养老服务协调发展是安徽走上高质

量发展之路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走

协调发展之路，补齐安徽养老服务短板，积极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去年省政府印发《安徽省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2018~2020年）行动计划》，计划三年时间

内，在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网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养老机构提质增效三大短板领域，加大政

策、资金、资源倾斜和投放力度。从2018年开始，安

徽省在三大短板领域主动作为，精准发力，有效解

决了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养老服务体系供给

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政策支持、资源整合，安徽省强力推动政策落

地，有数据显示，38.5万农村特困人员已经纳入政府

供养范围，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了

40%以上。高龄津贴的发放和低收入老年人养老服

务补贴两项，已经持续多年，到 2018 年底已经惠及

了163万人和38万人。

2018 年，安徽省同时还启动建立经济困难不

能自理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政策、资金等资源重

点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失能失智、留守、高龄等农村

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鼓励开展探视走访、发展

农村居家老年人睦邻互助服务，搭建农村失能老年

人集中住养和照料护理网络。

根据全省养老资源城乡、区域分配不平衡等具

体情况，补齐短板方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区别对

待，多层次发展也是协调发展之路上的一种体现。

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安徽

多地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扩大面

向社会老人的养老床位占比。

有的地区呈现老龄化程度高，则是加大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建设力度；同时，鼓励养老机构开办医

疗机构，要求 150 张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必须设医

务室或者护理站。因地制宜协调发展，社区居家养

老也是重点，安徽省探索推广新模式，积极打造 20

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为社区和居家老年人提

供托养、照护等服务。截至 9 月 30 日，全省县区级

养老服务中心已全部建设完成，覆盖率已达100%，

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建成1084个，平均覆盖率

已达 72.8%，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站建成 1842 个，平

均覆盖率已达69.7%。

精准发力，完善多层次协调发展创新养老，
持续优化智慧养老发展环境

“老博会”上，养老金融合作战略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