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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稿件 记者 于彩丽采写

今年的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今年

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谢琼也就此提出建议，加快

推进我省养老服务立法，建立完善长期照护制度，

加快推进老年教育事业发展。

谢琼告诉记者一组数据：至2019年底，全省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886.8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3.93%。失能半失能老人5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4.9%，是基本生活长期依赖照护服务的刚需老年

群体。“尽管2020年的数据还没出来，但是老龄化

呈现基数大、进程快的发展趋势，是沉重的现实。”

谢琼建议，加快推进我省养老服务立法。

“制定出台养老服务条例，将在法律层面保障我

省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健康

发展。”她表示，建议开门立法，集思广益，专题

征集养老立法意见，增强立法工作的针对性、实

操性和有效性。

“精准立法，突出问题导向，通过立法解决养

老领域的突出问题，着力在政府职能协作、设施体

系建设、医养融合、城乡统筹、质量监管、人才培养

等方面加大改革扶持力度，力求条例务实管用。”

谢琼建议，把我省近年来在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

合、智慧养老等实践中的有效探索、好的做法，固

化提升为地方性法规要求，力求条例地方特色。

此外，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生活照护，谢琼等

合肥市代表团的10名代表联名建议，我省建立完

善长期照护制度，加强失能半失能老人生活保障

能力。“建议加快制定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

快推进医养康养型养老机构建设。”谢琼说，要切

实加强医养康养型养老机构建设，统筹医养康养

资源，发展“医养康护”相融合的养老服务;大力鼓

励、扶持社会养老机构参与长期照护事业，并将长

期照护服务延伸到社区、家庭，满足失能半失能老

人的生活照护需求。

同时，谢琼建议，加快医养康养护理人才的培

养。“要强化岗位培训，提高福利待遇，打造专业

化、职业化长期照护队

伍。”她表示，积极推进护

理人员职业化进程，结合

我省实际和现实需要，

细化分类养老照护人

才职业资格，构建

较为完备的职业

资格制度体系。

省人大代表陈长贵：

推进物业企业
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机构养老’很难满足多数老年人不想和子女分开的心理诉

求，且费用较高，居家养老是绝大多数家庭的最佳选择。”省

人大代表陈长贵说，目前普遍存在“4-2-1”(4个老人，夫妻2

人，1 个孩子)家庭模式，让很多家庭在居家养老服务自给时

力不从心。

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已联合印发意见，要求引导

物业服务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我省物

业服务企业虽然有4700多家，但在涉老服务方面参与度不

高，参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更少。”陈长贵认为，这当中既有

专业不够、认识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相关配套政策缺乏，

不能有效激励物业企业参与的问题。

陈长贵建议，应当多渠道解决场地问题。一方面，在新

建住房规划上强制要求建设养老用房。另一方面，组织对在

建和建好的小区进行调研，能整改的，要求开发单位整改。此

外，整合一些距离居民区较近的商业、商住、公寓楼资源，建设

养老机构。

陈长贵建议，加快推进物业服务行业的发展。在他看

来，我省应紧跟物业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积极主动研究制定

扶持该行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不断壮大物业服务产业，为物业

服务企业开展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更多惠民、便民

服务奠定基础。

“应当加快养老服务紧缺人才的培养。”陈长贵说，物业

服务企业要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养老服务人才的短缺。他建议加大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力

度，培养一批不同层次、不同结构的专业化养老人员。同时要

注意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和水平，为

物业服务企业的转型和居家养老业务的开展培养专业化的经

营团队。

“物业服务企业在发展居家社区养老中，可为老人提升

什么服务、监护标准是

什么、相应的服务怎么

收费等等，都需要明

确。”陈长贵表示，我省

要加快建立物业服务企

业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的

标准体系。

“近年来我发现各地中小学陪读的现象

普遍，这样下去有很多的弊端。”省人大代表

方书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21 年人代

会，她带来了关于严格限制中小学陪读，合理

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育子观的建议。

中小学陪读，顾名思义，就是中小学生家

长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效果，来到子女就读

的学校所在的城镇居住以陪伴孩子学习、照

顾孩子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方书莲看

来，陪读最大的弊端是容易让部分学生养成

生活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不良习惯，“这样

培养出来的学生缺少独立生活能力、与人交

往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依赖性强。从学校

管理角度看，陪读不仅增加学校管理难度，还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陪读学生放学走出校

园，回去路上个人安全不能保障等等。”

为此，方书莲建议，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

出台相关的严格限制中小学陪读文件，支持

和保护学校规范办学，科学引导家长树立正

确育子观，优化优质教育资源；学校要重视加

大学生的思想品格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大宣

传，明确陪读的利害得失，将陪读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进入学生成长记录档案。

“学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后勤

保障，使学生吃得好、住得好，努力培养

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劳动习

惯。”方书莲认为，学校可通过利用家访等

形 式 分 析 陪

读利与弊，合

理 引 导 家 长

树 立 正 确 育

子观。

省人大代表谢琼：

加快推进我省养老服务立法

省人大代表方书莲：

严格限制中小学陪读
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育子观

“到2020年为止，高技能人才缺口2200

万！未来的大国工匠，谁来培养？”这是来自

蚌埠市的安徽省人大代表董宏杰的担忧。

作为安徽昊方机电公司数控加工中心的

一名技术工人，董宏杰已经在生产一线上坚

守了23 个年头。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董宏杰

曾多次在省人代会上提出与高技能人才培

养相关议案建议。董宏杰认为，“学校的教

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企业的设

备和加工工艺在不断更新，而学校还是原有

设备和原有的教育模式，毕业的学生到企业

无法独立操作。负责实习的老师，他们所掌

握的技能已经无法对接企业的发展。学生

的实习如同虚设。另外，技师学院的学生文

化素质普遍不高，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动手能力强。”

在董宏杰看来，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有

创新意识、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勇气。当

前，技能人才缺口有扩大趋势，要完善培养

模式和激励政策，激励更多劳

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我建议，技

师学院应创新一种教育模式，

聘请在职高技能人才为导师，

以实战为基础教学，跟企业接

轨教学。比如说，量具教学、识

图纸教学、加工工艺教

学、工装教学等一切围绕

实战教学。”董宏杰说。

省人大代表董宏杰：

以实战为基础教学培养高技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