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被动补缺”到“适度普惠”
济宁养老服务向多样化转型，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已达25张

本报济宁6月24日讯(记者 马
辉 晋森 通讯员 张慧) 24日，
记者在济宁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会上获悉，目前济宁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每千名老年人
拥有各类养老床位25张，形成了政
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农村互助养
老等多种方式的养老方式，养老服
务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预
计“十二五”末每千名老年人将拥
有养老床位数32张。

24日，在任城区石桥镇北王
一村，24套按照“一室一厅一厨”
格式建立起来的互助养老院落矗
立在村子里，已经70岁的房电宝
老大爷住在其中的一套互助养老
院内，“我有儿女，但是和老伴在
这里住着清静。”在石桥镇李二
村，按照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互
助养老房屋有106套，刘先凤等村
里的170多位老人住在其中，“在
这里住得挺好，老年人住得都很
近，平常能互相帮个忙。”据了解，

石桥镇李二村这种农村互助养老
方式运营管理，按照集体建院、集
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建
成了全市第一处村级互助养老
院，目前任城区已有28个村建成
互助养老院，床位1467张，入住老
年人1610人，并计划新建20个村
级互助养老院。

在邹城市北宿镇东沙社区老
年人公寓，84岁的王广萍老人免费
入住在当地的公寓内，“除了被褥，
家具等都是老年公寓给配备的，每
个月还给我30元的补贴。”王广萍
老人笑着说。目前，对这种区域性
的养老服务中心，邹城已有7处，逐
步打造成为集接受空巢、高龄、失
能等社会寄养老人于一体的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

据了解，目前济宁市有60岁以
上老年人口 1 3 1万，占总人口的
15 . 47%，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和全
省平均水平，预计到2015年，老年
人口总量将达到160万，占比达到

19 . 7%。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已
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十
分紧迫的任务。按照计划，到“十二
五”末，全市新增各类养老床位2 . 4
万张，养老床位总量达到5 . 1万张，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
到32张。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基本
覆盖城市社区和55%以上的农村社
区，村级互助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
30%以上。

“再穷不能穷老人，社会经济
的发展果实一定要与他们一同分
享，谁都没资格剥夺。”济宁市副市
长张继民在会上说，居家养老是绝
大多数老年人的意愿和实际选择，
今年在济宁市城区试点困难老年
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工程，有条
件的县市区也可以开展试点工作，
进一步改善居家养老生活环境，并
将大力推广“一键通”呼叫服务，逐
步扩大覆盖范围，提高养老服务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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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逐渐建立
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

近年来，全市各级财政
部门民生投入持续加大，民
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
断提高，特别是各项养老投
入，2012年突破10亿元，年人
均822元，建立起以政府资金
为主导、社会投入为主体、慈
善捐赠为辅助的多元化投入
机制。

十二五期间，济宁市财政
每年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大力
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在省补助基础上，对达到建设
标准的城市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农村互助养老院，分别给
予每处15万元、7万元和3万元
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对达到规
定条件的，新建、扩建、购建的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按核
定床位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
同时，对改造用房和租赁用房
符合租用期 5年以上等条件
的，给予每张床位1000元的一

次性改造补助。对已运营、具
备一定规模、具备规定资质的
民办非营利性和公建民营养
老服务机构，按照自理、半自
理和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每
人每年分别补助300元、500元
和600元的标准，连续3年给予
运营补助。

此外，济宁还将充分发
挥财政杠杆作用，通过采取
财政补助、政府贴息、慈善捐
助 以 及 税 费 优 惠 政 策 等 方
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社
会资金，投入到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中，实现财政投
入的“倍增效益”，形成“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全民支持”的社会化养老格
局。还将大力支持公办民营、
民办公助养老设施建设，积
极扶持养老服务企业发展，
逐步实现养老服务业的社会
化、市场化。

本报记者 马辉 晋森

社会力量开办养老机构、
政府买单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在 社 区 推 广 日 间 托 管 照
料……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
发展的趋势，大力推进社会化
养老服务，是当前一项迫切需
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对于这项
工作走在前列的邹城市和任
城区，也在养老模式上做出了
诸多有益的尝试。

为统筹解决农村空巢、留
守老人的养老问题，邹城市采
取镇村联动，在农村大力推行
镇街敬老院、互助养老院、邻
里互助点、居家养老站“四位
一体”养老模式。其中，农村互
助养老模式是其中的一大亮
点。按照“村级主办、免费入
住、互助养老、政府支持”的原
则，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场所，
投资建设100处农村互助养老
院，村级承担水电暖等基本运
行开支，赡养人负担医疗、交
通、服装等费用，村内60岁以
上老人均可免费入住，互助养

老院不设专职服务员，由老年
人互助服务，抱团养老。

在任城区，本着“谁投资、
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开放
社会养老服务市场，鼓励、支
持和资助社会力量兴办各类
养老服务机构，逐步实现养老
服务投资主体的多样化和资
金来源的多元化。目前，任城
区已建成3处民间投资的高标
准老年公寓。同样，任城区还
依托专业家政公司开展“政
府买单、市场运作、专业特
色”的居家养老服务，与知名
连锁家政公司———“阳光大
姐”签订了养老服务购买协
议，按照定服务人员、定服务
对象、定服务时间、定服务地
点、定服务项目的“五定”模
式，对辖区内60周岁以上、符
合规定条件的困难老人或百
岁以上老人，由专业家政服
务人员提供每月不少于20小
时的日间照料、生活护理、精
神慰藉等服务。

资金投入逐年加大
养老模式更趋多样

▲即将投入使用的邹城市凫山街道田庄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任城区石桥镇敬老院内，几位老年人正在打麻
将。本报记者 马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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