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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和社区养老模式 在社区范围内设置一定的养老空间和养老设施，由政府、社区和社会等共同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机构养老模式 向失能、半失能和高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护理服务的常见养老模式■
互助养老模式 通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体或企业、个人等实现老年人互助、相互扶持，解决老年人生活等问题■

“养老+业态”模式 将养老与旅游、教育、养生、文化等多种行业资源结合，形成多元的养老模式■
“互联网+养老”模式 在农村虽然发展相对缓慢、较难推广，却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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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难离，对于很
多农村的老年人来说，
养老不离开乡土的传统
观念深厚。对一些子女

不在身边的留守老人来说，一锅饭
吃一天、一个菜吃三餐的生活方式
是生活常态；同时，很多流动到城
市的老年人，很难适应城市生活；
此外，有些农村老年人收入相对较
低，或者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有
养老需求却无力支撑……

养老问题是当前全社会共同
关注的问题，而农村养老既是养老
领域的难点、重点和焦点，也是养
老领域需要补齐的最大短板。

作为老年人口大省，尤其是
农村老年人口大省，补齐农村养
老短板，如何破题?近年来，我省
围绕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薄弱、养
老服务能力欠缺、有效服务供给
不足等问题，从突破解决现实困
境、精准对接农村养老服务需求
入手，加快推进建设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记者走访了鞍山、锦州、
盘锦的部分乡村，了解他们如何
破解农村养老难题。

提要

近年来，为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发展，我省也在全力打造农村养老
服务模式的辽宁路径。

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农村困难家
庭常年病人托管制度，在全国较早
开展了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
作。全省各地积极新建和改扩建农
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农村、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56.8%，
为农村居家老年人提供了日间照
料、文化娱乐、助医等集中式服务以
及维修家电、水电费代缴、辅助农活
等个性化服务，补齐了农村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短板。

“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需
要在以往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创
新。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思路。”省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保障对
象上，要从单纯保障农村特困老年
人向为全体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
服务转变，根据老年人不同经济和
身体状况，提供无偿和低偿服务；
在发展布局上，要从偏重发展机构
养老向促进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
转变，适应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特
点，满足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在家养
老的实际需求；在服务提供上，要
从政府直接办向政府重点购买服
务转变，政府除了提供适量的基础
性、保障性、示范性养老机构和服
务外，主要通过民办公助、公建民
营、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在工作推
动上，要从单纯培育发展向建管并
重转变，深化养老服务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培育具
有竞争活力的养老服务市场，建立
有效的监管制度。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来自城
市的退休老人选择到农村养老。

“这里环境好、安静。”在黑山县
的一家民营养老院，88岁的老人李
慧芬告诉记者，她家在沈阳，因为肺
不好，经常咳嗽，特意选择了远离大
城市的农村养老院。

为满足城市人回归田园的需求，
一些农村养老院专门打造了自有“农
场”：果园、菜地、养殖基地等。

在盘锦，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积
极助推民宿旅游与休闲养老融合发
展，大力推进“旅游+”互动式异地
养老。在大洼区石庙子村、平安村、
杨家村等村屯建设民宿，作为旅游
养老设施对外营业。同时，从这些
民宿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农村互助幸
福院用房，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
服务，在旅游旺季或周末期间，可随
时转变为旅游民宿用房，为域外游
客提供旅居养老服务。

“我国古代就不乏文人雅士向
往回归田园的作品，而很多现代人
在城市打拼一辈子，老了也希望通
过田园生活得到一种平静。到农村
养老也许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一些民营机构负责人表示。

“农村养老要想成为新的增长
点，还需要解决相关配套服务提供
上的难题，比如如何实现医养结合
等。”张思宁认为。

“我们也鼓励各地创造多层次、多
支柱的养老服务模式，通过深入开展
试点、示范或创建活动，不断丰富符合
农村老人实际需求、可复制、可推广、可
持续的养老服务模式，尤其是农村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点带面、全
面推进。”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破解难题
需在转变思路上做文章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多元服务模式——

看我省思路为先破题农村养老
本报记者 关艳玲 文并摄

楼房、电梯、地热，每个房间有呼叫
器、电视、衣柜，有独立卫生间、24小时
热水，有活动室、健身区；老人每天有水
果、牛奶等间食，开辟了种植、养殖区，
让老人吃上放心肉、菜；乡镇中心卫生
院定期来为老人进行健康检查、建立健
康档案，为老人看病开辟绿色通道；健
康区、半失能区、失能区分区获得不同
级别的照护……这是黑山县区域中心
敬老院的标配。

然而，几年前，县里的敬老院却并不
是这样。“以前住在平房，自己捡柴火、生
炉子、烧炕。”住在黑山县常兴区域中心
敬老院的老人李继全说，新的敬老院“环
境好、伙食好，都长胖了”。

黑山县有 21 个乡镇，整合前每个
乡镇都有一所敬老院，为近500名集中
供养的特困老人提供服务。这些敬老
院大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成以
上靠火炉火炕取暖，且不同程度存在电
路老化、墙体开裂、屋顶漏水、消防设施
不完善等问题，虽然经过多次维修改
造，但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2016年，黑
山县经过调研，计划用4年时间，建设3
座区域性中心敬老院，辐射周边乡镇，
形成覆盖全县的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实
现乡镇平房敬老院全部撤销、五保供养
对象全部入住楼房。李继全就是 2016
年年底告别了拾柴取暖的日子。今年，
第三座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大虎山

区域中心敬老院已在4月份竣工，不久
老人即将入住。

“我们县的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在保
证特困老人供养服务的前提下，也可以
进行社会化运营，招募社会养员。等疫
情平稳后，我们将尝试开放活动场所，
为所在乡镇的老人提供娱乐、助餐、日
间照料等服务。”黑山县民政局局长王
岩介绍。

“近几年，我们相继整合了30所乡
镇敬老院，新建 6 所区域性中心敬老
院，并将整合后闲置的乡镇敬老院改造
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满足农村留
守老年人服务需求。”锦州市民政局养
老服务科科长李军介绍，为改善农村因
病致贫困难家庭的生活环境，充分释放
农村劳动力，锦州市自2010年以来，致
力于连续开展农村困难家庭常年病人
托管服务，使近5000个家庭实现“托管
一人、幸福全家、儿女减负，出外务工、
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将所有农村“三
无”老人全部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
围，供养标准不断提高，并落实了照料
护理补贴制度。

“破解农村养老难题，需要多方发
力。一方面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
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资源整合、资金投
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另一方
面需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满足多元
的养老需求。”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思宁认为。

整合养老机构，无依老人可安享晚年

受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养老不
离村是很多农村老年人的现实需求。
老年人去哪里活动、交流问题？日
间生活照料怎样解决？能否享受
到助餐、助浴等服务？

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各地因地制宜，激活社会力
量，推进社区、村养老服务站建设，
拓展服务内容。

大屏幕放着二人转，屋里有跑步
机、台球、乒乓球、象棋，室内外宽敞
的空间，都可以跳广场舞……锦州市
黑山县马圈子村，爱心托老所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站设施齐全。“村里有
很多人靠蔬菜大棚为生，忙时村民
将老人送到这里，日间照料或者短期
托管。”托老所负责人李晶告诉记
者，老人可以在这里实现“白天出门
就餐、娱乐、接受照料，晚上回家享受
天伦之乐”。

这家托老所是社会资本建立
的民办养老机构，依托农村这样的
机构，当地民政部门利用福彩资金，
出资购买了部分设施，设立了居家
养老服务站，服务于全村居家养老
的老人。

在鞍山，村里的老年人也同样
可以享受到类似的服务。

一大早，海城市腾鳌镇前甘村
居家养老服务站就热闹起来，来自

海城市高坨镇的老年文化志愿者
到村里演出了。演出者是老年人，而
观众也是村里老人。

服务站是由社会资本投资，利
用前甘村小学改造而成的，为全村
的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供餐助
餐、日间照料、洗浴助洁等居家养
老服务。其中，为 60 岁以上老人
提供免费洗浴、免费早餐，70 周岁
以上老人早餐、午餐均免费。

“孩子不在身边，我和老伴儿平
时就在这儿活动，锻炼身体、看看节目、
扭秧歌、唱歌，早上和中午免费吃饭，
晚上回家自己做饭，正好也烧炕了。”
前甘村73岁的王玉芬老人告诉记者。

海城市耿庄镇北耿村村委会
的楼上，73岁的杨泽民和往常一样
到村里活动室下棋。中午时，大家
可以在村委会做饭。感觉累了，还
能到休息室床上歇一会儿。

2015年，依托村“两委”用房，北
耿村成立了互助幸福院。“村里为老
人准备了米，有时大伙儿也自带，活
动累了自己做饭。儿女临时出门，
如果不放心，老人也可以暂时借住
在这里。”村党支部书记赵玲说。

通过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互助
幸福院，解决了散居的农村特困供
养老年人日间生活照料、情感交流、
文体娱乐、精神慰藉等问题，方便老

人之间互助交流，丰富了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促进了邻里团结、家庭和
睦，被称为“家门口的养老院”。

几年来，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增多，春种秋收成了农村留守老人、
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最大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2018 年年
初，岫岩满族自治县民政局依托社
会公益组织进行试点，将春种秋收
服务纳入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范围，
创制“春帮秋扶”农村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模式。在积极宣传、走访调
查、摸清需求和服务供给的基础上，
设立需求热线，将老年人的种粮需
求和供给服务零距离对接，做到送
货上门、耕种到户、收粮在田，将助
耕居家养老服务送到了田间地头，
有效地解决了留守、空巢、独居、失
能老年人种地难等问题。

鼓励民办养老机构突破围墙
限制，开展服务延伸；建设农村互助
幸福院、留守老人关爱之家等活动
场所；不断完善
各类农村养老
服 务 设 施 ……
一系列探索实
现了农村老年
人离家不离村，
就近得到居家
养老服务。

激活社会力量，老人享受养老服务不离村

黑山县第三养老院的老人在院里晒太阳。

海城市北耿村的老人在互助幸福院下棋。

黑山县一民营养老机构老人展示自创作品。海城市前甘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老年文化志愿者在为村里老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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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国泰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现
大连国泰大厦有限公司）

大连国泰大厦有限公司

大连天伦大厦有限公司

大连市水产供销公司渔业分公司

致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供销大连公司

大连针织厂

大连港长生码头有限公司

大连皮子窝化工厂

大连金丝合成纤维厂

大连锦达纺织集团瓦房店纺织有限责
任公司

大连保税区方园国际贸易公司

大连国泰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现大连国泰大
厦有限公司）（抵押）

大连天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大连天伦大厦有限公司（抵押）

大连天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大连无缝钢管联合公司（保证）

沈阳盛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抵押）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大连公司（保证）

大连针织厂（抵押）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大连工程建设局（保证）

大连盛泰海化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金州盐场（保证）

大连皮子窝化工厂（抵押）

大连金丝合成纤维厂（抵押）

大连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中岛工程营造（天津）有限公司(保证)

中岛工程营造（天津）有限公司(保证)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置地发展有限公司（抵）、中
岛工程营造（天津）有限公司(保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港元

日元

美元

152,090,000.00

4,700,000.00

287,850,000.00

49,000,000.00

36,150,000.00

4,300,000.00

6,000,000.00

8,600,000.00

2,970,000.00

50,000,000.00

30,650,000.00

98,100,000.00

7,630,000.00

3,205,000.00

1,090,000.00

101,933,181.00

4,094,165.63

借款人 担保人
贷款本金

币种 金额
瓦房店洪源燃料有限公司

大连化纤厂

庄河市港务处

庄河市希望物资经营处

中国农垦进出口大连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隆达贸易公司

大连市金州区纺织工业供销公司

普兰店市民政实业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蛋白工业公司

大连手表工业公司

大连帝隆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第七服装厂

大连锦达纺织集团瓦房店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大连宏大企业总公司（抵押）

庄河市冰峪旅游开发公司（保证）

庄河市冰峪旅游开发公司（保证）

大连宏大企业总公司（抵押）

庄河市港务处（抵押）

大连印刷机器厂（保证）

中国农垦进出口大连公司（抵押）

大连唐城娱乐餐饮有限公司（保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保证)

大连床单厂(保证)

普兰店市民政实业公司（抵押）

中国海洋直升机专业公司（现：中国中海直总公司）(保证)

大连中海直集团公司(保证)

大连手表工业公司（抵押）

交通银行大连分行房屋开发公司（保证）

大连华辉制衣有限公司（抵押）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5,700,000.00

10,680,000.00

3,280,000.00

10,020,000.00

170,500,000.00

110,000.00

224,000.00

2,150,000.00

557,434.17

1,180,000.00

170,000.00

2,000,000.00

4,292,211.99

7,487,600.00

4,920,000.00

18,030.00

借款人 担保人
贷款本金

币种 金额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注：表格中数据资料以原始档案资料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