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
报道 日前，记者从省民政
厅了解到，截至2023年底，
全省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发展到 12740 个，覆盖率
分别达到100%和64.8%，社
区养老床位4.74万张，更好
地满足群众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需求，让老人在家门
口乐享养老服务。

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我省实施居家和社区
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省
民政厅指导各地依托和整
合现有资源，发展街道（乡
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或为
老服务综合体，在社区层面
建设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为老年人提供全托、日托、
居家上门等服务。围绕做

好2023年街道层面养老服
务综合体规划建设工作，省
民政厅下发通知，明确建设
工作流程、进度安排，并推
动将综合体建设工作纳入
省委、省政府对市委、市政
府工作考核。全省2023年
新增街道层面养老服务综
合体76所，全省街道层面养
老服务综合体覆盖率达到
67%。省补助资金 7300 万
元，支持各地城乡社区及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全面提
升特困老年人的居家养老
质量，省民政厅会同省财政
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残疾人联合会印发《辽宁
省2023年度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实
施方案》，省安排资金 3000

万元，补助各地实施 1.5 万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
施适老化改造，按照“一户
一策”设计方案，增加家庭
适老化设施设备，达到室内
行走便利、如厕洗澡安全、
厨房操作方便、居家环境改
善等目标。沟通推动本溪
市、丹东市获批民政部、财
政部2023年度国家居家和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项目地区，获得国家专项
资金支持2877万元。

做好基本养老服务工
作，2023 年，我省印发推进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及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全省城市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月平均标准由每人每
月 1176 元提高到 1280 元，

提高8.9%；农村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月平均标准由每人
每月 771 元提高到 837 元，
提高8.6%，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均达到当地低保标
准 1.3 倍以上。上世纪 60
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
助标准每人每月分别达到
706 元、661 元、612 元、565
元，提高幅度为7.5%。省民
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积
极争取2023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养老服务项目 13 个，
获得国家资金 2.74 亿元。
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
施（敬老院）维修改造工
程。省财政按照每所机构
补助30万元的标准支持各
地 100 所特困人员供养服
务设施维修改造。省民政

厅会同省财
政厅下拨资金 3600 万元，
支持新宾满族自治县、清原
满族自治县等 9 个革命老
区的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改
造提升。省民政厅会同省
委政法委、省精神文明办等
9部门制定下发特殊困难老
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实施方
案，推动各地开展关爱服务
工作。落实高龄津贴、经济
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等三项补贴政策，省下拨补
助资金3188万元，28.7万人
享受到三项补贴政策。

嵌入式养老
社区建“托老所”家庭做适老化改造

1月10日早上，室外寒风刺骨，位
于辽阳市宏伟区的奥林园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内温暖如春，窗台上摆放的一
排排绿植生机盎然。

护理员小李一边用吸管给一位卧
床的老人喂水，一边用纸巾为他擦拭嘴角。老人说不出来话，
向小李点点头，投来感谢的目光。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得
屋子里格外的温暖。

邻床的黄奶奶今年86岁，在护理员的帮助下能坐轮椅
活动，见到记者笑呵呵地打招呼。自从2018年奥林园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成立后，黄奶奶和老伴儿就住了进来。“咱这个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近，一个是全。我们想要
的服务，这里基本都有。”黄奶奶的一席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儿女工作忙，不能一直在身边照顾，把我们单独放在家里也
不放心。在社区养老服务站24小时都有人照顾，儿女下班还
能就近过来看看。”

最让黄奶奶满意的是护理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
料。“但凡有点不得劲，没等说，她们就发现了。无论哪个护
理员对我们都是笑脸相迎，就像对自己父母一样。这里不仅
住得舒心，饭菜也特别可口。”黄奶奶说，在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里养老，让她觉得特别踏实、幸福。

10时40分，驿站已经为老人们做好午饭，护理人员将能
自主进食的老人抱到轮椅上，推到大厅集中就餐。

“老年人肠道蠕动慢，吃东西太晚不好消化，所以我们把
一日三餐都稍微提前一点，以免影响晚上休息。”辽阳市幸福
爸妈养老服务发展中心董事长董守仁说，“奥林园社区养老
服务驿站是中心下设的一个站点，中心有 6 个养老服务驿
站，服务范围辐射2个城区、5个街道、5个社区，驿站里的老
人基本都是高龄和失能、半失能老人，所以我们方方面面都
要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到。”

午餐开始前，护理员小李用钥匙打开大厅墙壁上的安全
药箱，拿出一个个写有名字的药盒。原来，一些老人需要随餐
服药，为了防止老人误食药物，护理员对药物进行统一管理，
按时给需要服药的老人发下去。

就在养老服务驿站的老人吃午餐时，一位工作人员拎着
两份装好的午餐送往奥林园社区的宋福清老人家里。

“咱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食堂面向社区的老人开放，只
要他们打电话订餐我们都给做，可以在这吃，也可以送过
去。”辽阳市幸福爸妈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业务院长肖永菊说。

宋福清今年80岁，丈夫81岁，老两口在奥林园社区住了
20多年，对这里的环境、邻居都有感情了，不愿离开。自打社
区有了养老服务驿站，他们又多了个不愿离开的理由。

“我们老两口现在生活都能自
理，有时候不想做饭了，就给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打个电话订餐，饭菜
很快就送来了。”宋福清说，“驿站
和社区办公室都在一个院，遇到啥

为难事，只要找到社区和养老驿站，他们都热情帮忙。”
在深耕养老行业十年的董守仁看来，社区养老服务正在

实现由儿女照料向社会共同参与、低偿照料的转变，居家养老
仍是未来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之一。为此，在把小型连锁养老
机构嵌到社区，在家门口为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医养
结合的“一站式”服务模式的同时，幸福爸妈养老服务发展中
心还创新开展了“双上楼”服务，即上楼为老人提供居家照护
服务和基本的医疗服务，项目一经推出就得到广泛认可。

家住宏伟区青年湖小区的杨大爷是养老驿站派出护理
人员的受益者之一。杨大爷因脑梗瘫痪在床多年，白天儿女
上班，老伴儿一个人照顾十分费劲。之前找过几个保姆，不
是很可心。后来家属听说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不错，但是老人
不愿意离开家。就在家属为难之际，幸福爸妈养老服务中心
推出了上门护理服务项目。

“真是赶上了好时候，上门照护可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
题。”杨大爷的老伴儿说起居家养老连挑大拇指，“现在白天
有照护人员在家里帮着照顾老伴儿，晚上孩子回家也能陪
伴、护理，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特别是一些空巢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得
到各种帮助，奥林园社区与幸福爸妈养老服务中心签订了“契
约化”服务协议，双方通过资源共建共享，不断优化养老服务
供给，除了“双上楼”，还推出了“一集中”服务，也就是在老人
比较集中的楼群实行养老物业管理，每栋楼派2名工作人员
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24小时服务，包括洗澡、购物、精神
慰藉、送餐、理发、家政、看护、照料等服务项目。

“咚咚咚……”临近12点，奥林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肖
护士敲响了王大娘的家门。“王姨，今天的血压还没量吧？我
来给您量量。”几乎每天这个时间，肖护士都到自己负责楼栋
的王大娘家中“报到”。王大娘身患脑血栓、糖尿病等多种疾
病，腿脚也不是很好，大夫告诉她要管好自己的血压血糖。

“我这上下楼都费劲，别提去医院了，多亏了社区和养老站的
帮助，我遇到困难，只要打电话，护士随时都过来看我。”王大
娘笑容满面，连连对上门的肖护士表示感谢。

老人们的笑容就是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最大肯定。
董守仁说，他们将不断探索为老服务新路径，开拓优质资源，
提升为老服务水平，让养老服务覆盖更有广度、服务更有温
度、保障更有力度，托起老年人晚年生活“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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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园社区居民宋福清：在这个小区住了20多年，和这里的环境、邻居都有了感情。现在社区建了养老服务
驿站，就在一个院，有啥难事，他们都热情帮忙。

青年湖小区居民杨大爷的老伴儿：岁数大了，我一个人照顾他费劲。现在好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能上门照
护，可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

奥林园社区居民王大娘：我腿脚不好，上下楼不方便。他们每天准点儿来给我量血压，遇上困难了，打电话随
叫随到，把我照顾得特别周到。

积极发展养老事业、养
老产业，培育银发经济，实
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1.5万户，加快建
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

——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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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老人更舒心，儿
女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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