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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批准沈阳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
为高龄、独居、空巢老年人服务

目前，全沈阳市户籍老年人口187.4万，占总人口的25.12%，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测算，从2007至2027年，我市老年人口将从105万增
至300万人左右，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加速，养老服务问题逐步成为沈阳市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而我国养老形式的基础为居家养老。如何为居家养老加强服务？沈阳市进行了诸多探索。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沈阳市人大报请批准《沈阳
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报告，这意味着，沈阳将以立法形式，促进居家养老服务。

每四个沈阳人中
就有一个是老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沈
阳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沈
阳市人大常委会出具的关于 《沈阳
市居民养老服务条例》 的说明显
示，目前，全市户籍老年人口达
187.4 万，占总人口的 25.12%，远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测算，从
2007 至 2027 年，我市老年人口将从
105 万增至 300 万人左右，高龄化、
失能化、空巢化趋势加速，未富先
老矛盾凸显，养老服务问题逐步成
为沈阳市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居家养老服务是对传统家庭养
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是当前我国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破解养老
难题，切实提高老年人生命、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沈阳市的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顶层设
计还需加强、养老服务设施不能满
足养老需求，社会力量参与不够，
养老服务人才短缺、规范化、标准
化、信息化程度低、推动养老服务
事业发展的合理尚未形成等。

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为满足老
年人居家养老基本需求，各部门提
供的社会服务。依据 《沈阳市居家
养老服务条例》，居家养老服务包括

“全托、日托、助餐、助洁、助浴、

助行及代购代缴等生活照料服务”
“健康管理、疾病防治、医疗康复等
医疗卫生服务”“关怀访视、生活陪
伴、心理咨询、情绪疏导、临终关
怀等精神慰藉服务”“紧急救援服
务”“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服务”

“维权法律服务”。

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
为高龄空巢老年人服务

《条 例》 规 定 ， 市 和 区 、 县
（市） 政府应在地方留成的福利彩票
公益金中安排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五
的资金用于养老服务业，并随着老
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
完善与养老相关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
会保障制度，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情况，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
会保障水平。逐步将居家养老服务
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制 定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规 范 、 标
准，加强养老服务市场综合监管和
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引导鼓励社
会力量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加强对
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探索实施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鼓励商业保险公
司开发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满足老
年人居家养老护理保障需求。将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绩效
考核，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社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登记
老年人基本信息，调查老年人服务
需求，建立基本信息档案。定期走

访探视高龄、独居、空巢、残疾等
老人。探索建立为老志愿服务时间
储蓄机制和其他激励机制。倡导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
和在校学生参加居家养老志愿服务
活动。倡导邻里互助养老，鼓励低
龄、健康老年人为高龄、独居、空
巢老年人服务。

支持符合条件的住宅
加装电梯

不能满足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标准
的，应当按标准将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作为规划条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新建居住区应当以每百户建筑
面积不低于三十五平方米的标准，
配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验收、同步交
付使用。对政府、企事业单位腾退
的用地用房，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
用于居家养老服务。因建设需要，
经批准拆除或者改变用途的，应当
不少于原建筑面积优先原地重建或
者就近建设、置换。

市和区、县 （市） 政府应当加
快推进已建成住宅小区的坡道、公
厕、楼梯扶手等与老年人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公共设施的无障碍改
造。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住宅加
装电梯。对纳入特困供养、建档立
卡范围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
家庭，进行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的，市和区、县 （市） 政府可以给
予适当补贴。

为80周岁以上老人
每月提供3小时免费服务

各级政府应当为特困人员中的老
年人和城乡低保、低保边缘户家庭中
的老年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提供
个人缴费补贴；为特困人员中的老年
人，城乡低保、低保边缘户和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中的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为城乡低保、低保边缘户和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中的失能失智老年人，每
人每月提供 30至 45小时的免费居家
养老服务。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
每年一次的免费常规体检。为80周岁
以上老年人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70
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提供3小时
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

引导企业提供
远程健康监护等服务

通过设施保障、财政补贴、购买服
务、委托管理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享受水、电、燃
气、供暖等收费优惠政策，依法享受税
费优惠。鼓励建立物业服务与居家养
老服务相融合的服务模式，支持物业
服务企业开展老年供餐、定期巡防等
居家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
当为老年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合作，推动
医养结合发展。提供优先就诊和与其
他医疗机构之间的双向转诊。

鼓励、引导、规范企业和社会组

织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
技术，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提供
紧急呼叫、远程健康监护、紧急援助、
居家安防、家政预约、助餐助浴、辅助
出行、代缴代购等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机及其从业人员
应当维护老年人的尊严，保护老年人
的隐私，不得侮辱、虐待老年人。建
立居家养老服务研发和实训基地，完
善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

侵害老人权益情节严重
可罚款1万至3万元

《条例》要求，确定服务补贴标准
以及居家养老服务组织享受的相关
优惠待遇，建立居家养老服务标准、
评估制度和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
评定制度。评估可以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进行。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增加监督检
查频次，加强整改指导。

享受政府补助或者政策优惠的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没有履行相应义
务的，由民政部门收回补贴，取消其
享受优惠的资格。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或未
按约定提供服务的，民政部门可以对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处以2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追究刑事责任。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
者 经淼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胡婷婷报道 8月2日8时
至3日20时降水实况：全省62个
国家气象站中，62个站有降水，最
大降水量 140.6 毫米出现在草河
口。沈阳 102.6，大连 90.2，鞍山
21.2，抚顺 58.1（清原 33.4、新宾
59.6），本溪 51.7，丹东 76.6，锦州
13.9，营 口 45.6，阜 新 7.8，辽 阳
28.0，铁 岭 58.5，朝 阳 7.1，盘 锦
78.7，葫芦岛 34.3。全省 1561 个
气象站中，出现降水的共有 1521
个，平均降水量为52.5毫米。

暴雨过后，气温却没有下
降，昨日沈阳的最高气温仍然达
到29.3℃。而且从目前的气象资
料分析，降雨还没有和我们彻底
告别，本周全省以多云天气为
主，但是仍会有阵雨和雷阵雨的
袭击，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

今日是新一周的开始，本周
沈阳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
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
在西南风掌控大局下，最高气温
仍在29-30℃之间。雨后空气湿
度加大，气温没有让步的意思，
在外仍要注意防暑降温。夜间
最低气温只有23℃，夜晚气温还
是比较舒适的，但要注意睡觉不
要贪凉，适当关好门窗，以免受
风着凉。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吕洋 王鹏报道 一场暴雨降临
沈阳，第二天早上，铁西区一路口因
积水导致交通堵塞。但大雨无情人
有情，早高峰车流中的一幕感动沈阳
城：

一位穿着蓝色 T 恤的聋哑老人
主动站在路边，对每一辆路过的车打
着手势，疏导交通。

如今，“无声老人”的善举被再次
广泛传播，辽宁人的善良通过央媒及
多家门户新闻媒体的关注，成为全国
点赞的热点。

截至8月3日，据不完全统计，本
报报道被新华社、人民网新闻客户
端、澎湃新闻、光明网、今日头条、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等转发刊登，其中
新华社在多平台同时转载。

在百度搜索关键字，相关结果为
185000 个；辽沈晚报微信公众号阅
读量 1.4万次，梨视频平台播放量近
2 万次；其他视频平台播放量约 5 万
次。

其中，新华社在官方微信公众号
头条发布，在短短两个小时内阅读量
突破10万+，并获得无数网友点赞及
评论。

在此之前，《辽沈晚报》报道的
“沈阳蛇博士千里救人”“‘虎’护士钻
大货车底下救人”“八旬翁回家爱心
拼图”等多篇报道被全国关注。辽宁
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正能量故事在国
内、在网络上、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广
泛传播，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辽宁精
神，展现了辽宁人的崭新风貌。

从本地媒体报道，到多家中央媒
体关注，再到数百家地方媒体传播，
发展至上万个自媒体以及无数的个
人微博、朋友圈转发本报正能量报
道，辽宁的正能量故事得到裂变式传
播，火爆全国，大幅提升了辽宁正能
量报道的公信力、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

“做好事不留名，予人玫瑰、手有
留香，这样的温暖越来越多，我们的
社会大家庭就会越来越温暖。”来自
河南的网友表示，被“无声大爷”的善
良感动。还有网友说，“虽然命运给
的剧本差，但却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比随便轻生的年轻人坚强太多。”
还有网友说：“等我老了，我要做

个像大爷一样有正能量的人。”
网 友“Han”：“ 大 爷 太 正 能 量

了！希望越来越多老人能像大爷一
样，过得阳光、快乐、正能量！”

网友“王铁”：“大雨中，老人温暖
路人心。”

网友“水玲珑”：“沈阳是一座温
暖的城市，幸福感十足！”

网友“东山歌酒”：“生命的高度
因为善良而拔高。”

网友“自律”：“传递正能量，我们
在看。”

雷阵雨时不时地来
温度一点儿都没降“无声老人”善举被全国点赞

全网阅读量超百万

本报重奖征集正能量线索 最高奖励1000元
本报从7月30日开设的“中央媒

体聚焦辽宁正能量”栏目，希望读者
踊跃提供正能量新闻线索，通过本报
报道和中央媒体聚焦，把辽宁的正能
量新闻传播出去，全方位展示辽宁大
地感人至深的正能量故事。

现本报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正能
量新闻线索，如果您在工作中生活中
遇到让您感动的好人好事，蕴含着正
能量的真人真事，欢迎您第一时间向

本报讲述和提供新闻线索。正能量
新闻线索一经采用，线索提供者将会
获得50元-1000元的奖励。

今后，本报将挖掘采写更多的辽
宁正能量新闻，通过一个个具体而鲜
活的新闻故事，把辽宁人大爱无疆、
诚信为本、和谐友善等高尚品格更多
地展现给全国人民。

本报新闻热线：024-9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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