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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养老顶层设计，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做实基本养老服务，优

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推

动智慧养老建设，深化长三角开放合作……今年以来，安庆市不断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以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市、全国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市、全国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基地、全国康复

辅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等4项改革试点为抓手，重点抓好养老服务顶

层设计、设施建设、服务拓展、业态培育等方面工作。

坚持适度扩面，在优先保障兜底保障对象（城乡特困供养对象中

的老年人、城乡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计生特困家庭老年人）的基础

上，逐步拓展到适度普惠对象（失能失智老年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

老年人、重度残疾老年人、重点优抚对象老年人、孤寡空巢高龄老年

人）。并加快县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结合特困供养服务设施

三年改造提升行动，累计建成17家县级区域性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

照护中心，完成率超过80%。

在此基础上，探索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建成“嵌入式”小微养老

机构或日间照料中心20个，就近就便满足群众养老服务需求。会同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开展社区老年食堂试点，鼓励市城区养老机构食堂

对外辐射服务能力，建成5家社区老年食堂，切实解决老年人“就餐

难”问题。

目前，投资1200万元的市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已全面建成，该平

台是首批省级“城市大脑”应用试点项目。并建设“养老机构视频巡

检”模块，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养老机构监管效能。在落实《长三角区

域养老一体化服务协作备忘录》的同时，与上海闵行、江苏无锡、浙江

丽水等开展常态化交流。全市共有4家养老机构入选首批长三角异

地养老机构。

安庆已在全省率先打造4.8万平方米的健康养老示范园区，完成

投资2亿多元，入驻企业7家，培育医疗康复、信息服务、辅具研发等业

态。全面推开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建成“1+1+10”服务网络，开展

服务3000余人次，培育健康消费新增长点。

编者按：由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卫生和健康委、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主办，安徽星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2021年中医药健康养生与养老发展高峰论坛暨博览会（简称

2021年老博会）将于12月24日、25日举办。

2021年老博会将以云展为主，展示安徽养老服务业和养老产业成果项目，切实推进健康养老业“双招双

引”，促进全省养老服务业发展，集中展示机构养老、智慧养老、养老用品、康复辅具、人才培训等内容，促进长三

角先进地区的知名养老业企业养老资本来安徽投资发展，全面推进长三角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下面请先来

了解一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市关于养老服务各具特色的新模式。

作为全国首批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全国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城市、长三角区域养老一体化首批试点城市，近年来，

池州市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完善资源整合，提升服务水平，积极构建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100%，提高了老年人幸福感、获

得感和安全感。

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中，池州市不断创新，亮点纷呈：将

全市207个建成运营的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和82家养老机构纳

入池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统一管理，依托平台服务低收入老年人

2792人，开展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乐、助学、助行、助急等服务

工单4.2万次。制定《池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标准》，各

县区每季度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对

象运营补贴和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规范了中心的运营。实行《池

州市家庭养老照护床位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探索认定家庭养

老照护床位，依托有资质的医养结合机构和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开展上门延伸服务，已结合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

适老化改造，改造护理型床位36张。

除此以外，还安排专项资金30万元，遴选主城区4个

爱心助餐点开展试点，对60周岁以上老年人实行折扣优

惠服务，积累经验。大力发展居家服务员、基层助老员，

全市新增养老服务从业人员391人，总数达到990人。

市本级补助各县区180万元，新增城市和农村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8个。

据悉，接下来池州市将继续抓好长三角区域养老

一体化试点，加强政策通关、项目合作、标准互认，为

池州建设长三角区域重要的康养基地发挥民政作用。

亳州市养老服务体系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并强化政府兜底保障服务，在乡镇卫生院设置失能

特困人员护理中心，将乡镇敬老院委托乡镇卫生院进行管理。目前，

全市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供养3283人，其中集中供养1839人，集

中供养率达到56%。

近年，亳州市全力开展养老智慧化建设：一是建成全市智慧养老

信息服务系统，并对县区相关业务科股室工作人员和养老机构管理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大力推进智慧养老信息服务系统的实际应用。二是

开展市级智慧养老项目评选活动。加快推动市级智慧养老信息系统推

广运用，重点提高机构养老服务供给质量、改善社区居家养老供给方

式，为下一步在全市广泛运用智慧养老信息平台提供样板参考。

为了保障民政服务机构安全平稳运营，切实提升民政服务机构

服务质量，市民政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每月均带队深入县区开展

民政服务机构安全检查，集中排查了所有民政服务机构及局属单

位。并进一步健全敬老院的远程监控系统，实现全面覆盖，确保消除

民政服务机构的安全隐患。同时，开展“不定时”“不打招呼”“直插现

场”的随机抽查，旨在让全市民政服务机构时刻警钟长鸣。今年以

来，亳州市民政局成立12次检查组，共检查了87家民政服务机构，对

检查出的安全隐患现场交办，立行立改。通过这些活动，有效杜绝了

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方面，持续加大督查检查工作，不定

期抽查各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检查各养老机构人

员出入管理、体温测量登记、定期消毒、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管理

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确保了安全稳定运营。

接下来，亳州将加大对养老服务体系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落实

福利彩票公益金55%以上用于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要求，重点用于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农村养老服务。

蚌埠市继续深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呈现出新气象。除加强兜底基本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促进专业养老机构建设外，还加大养老产业“双招双引”“四位一

体”协同推进。2020年被评为全国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先进地区，并入选“优中选优”前十名序列。

实施老年人福利补贴等22项基本公共养老服务项目，每年发放

高龄津贴10万余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近4万人，约8000余万元。建

设市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形成1个市级信息平台、7个县区级信

息平台、N家线下服务队伍，协同发展的“1+7+N”智慧养老服务

网络，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洁、助餐、助浴、助行、助娱和助急等

“六助”服务。

设立市、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10个、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23个、乡镇养老服务中心5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09个、

村级养老服务站299个，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初步建立。

2021年，实施居家和社区养老“助餐工程”三年行动计

划，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立老年食堂19家、社区助

餐点27个。建成市民政项目园老年公寓、固镇县连城

镇养老服务中心、龙子湖区祥和养护院、蚌山区龙湖生

态老年公寓等一批重点项目。

未来，蚌埠将统筹构建“珠城颐养”幸福城市：到

2025年，全市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兜底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

供给层次，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

安庆：
全面建成首批省级“城市大脑”

蚌埠：
打造“珠城颐养”幸福城市

亳州：
全力消除民政服务机构的安全隐患

池州：
居家养老方法创新 社区养老亮点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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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文字 记者 张亚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