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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政协 2022 年协商工作计
划，6月 22日，市政协以“加强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为主题召开了双
月协商座谈会。为开好这次协商座谈
会，我和市政协副主席高其良带领调研
组先后到部分县区和南阳市进行调研，
为协商交流作了充分准备。

一、我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建设运营起步良好、成效初显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积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
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取得了初步
成效。目前，全市 457个社区，已建成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399个，另有
58个在建；42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任务已建成运营 24个，在建及竣工
未运营 18个。在国务院大督查中，养
老兜底保障、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完
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工作，获得了
全国唯一市级激励表彰。主要表现有：
健全了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市
直 26家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建立了市、
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书记
牵头领办工作机制，及由分管副市长任
召集人、市直 21家单位为成员的养老
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并纳入市重点工作

“17110”督 办 考 核 。 出 台 了 相 关 政
策。市委、市政府制定相关规划，整合
资源，借助老旧小区改造，将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类项目，并制定了《关于规范城镇社区

（街道）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实施
意见》，明确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功能定位、人员配
备、管理运维等，逐一对标验收。注重
服务质量。服务供给主体日趋多元、内
容日益丰富、服务供给方式日趋智能。
如驿城区、开发区、汝南县、正阳县、泌
阳县等积极探索，采取公建民营方式管
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开发区
关王庙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依托
卫生院和残联，为老年人提供康复护
理、医疗保健等服务。汝南县、开发区、
泌阳县、正阳县建立了“互联网＋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服务方式更加智能化、
便捷化。

二、存在主要问题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作
为一项系统性、探索性、持久性的工作，
我市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地方
和职能部门对建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
政府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宣传
力度不够，媒体舆论关注不够。部分群
众不了解其内容形式、运作模式，甚至
存在排斥心理。如驿城区天中国际小
区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因产权
不清、物业撺掇群众上访等原因，建好
后又被拆除，带来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
不良社会影响。

（二）政策落实有欠缺。一是相关
部门现有政策落实不到位，没有形成工
作合力，存在推诿扯皮现象。如新建住

宅小区与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四同步”
政策（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同步交付）落实不到位。二是“两清”不
到位，养老服务用地、用房清查清理工
作进展缓慢，已建小区配建的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存在挪作他用等现象，
征收利用空置公房协调难，缺乏产权、
交接、管理、使用等相关指导意见。三
是资金投入不足，投入渠道不宽，一直
以来政府投资都是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在财政
紧张时是无法落实到位的，这也导致很
多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长期处于
资金短缺的困境中。

（三）服务设施和功能不健全。从
目前状况来看，大部分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都是从原有的社区资源改建
而成的，没有经过专业适老化改造，设
施不完善，并且尚没有建成成熟的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不能实现服务功能时空
全覆盖，存在延伸居家养老功能不足等
问题，不利于吸收老年人入住及上门服
务居家老人。

（四）运营管理不活。我市虽已制
定了社区养老运营补贴政策，但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政策不稳定，企业缺乏盈利
点支撑，参与热情不高，规模化、连锁
化、品牌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企业少。部
分地方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现象，未有
效实现市场化运作，特色化、品牌化、专
业化、规范化发展不够。

（五）专业人才缺乏。按照“9073”
模式中占比 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机
构层面全市需要 4.2万张机构床位，应
配备 8500多名护理人员。此外，97%

的老年人要依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开展上门“六助”服务。现阶段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人员大多
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养老服务培训，专
业化水平不高，持证率低。目前，我市
仅有 4000多名护理人员，服务水平较
好的驿城区也仅有300多名护理人员，
养老队伍总量不足、专业化不强与结构
性矛盾并存。

三、意见与建议

（一）统一思想，形成合力。一是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有关职能部门、
各县区应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摒弃“此
项工作是民政部门的事”这种观念，要
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席会议、联席办公工
作机制，压实行业部门管理责任和属地
责任，推动形成合力。二是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宣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关
政策，宣传加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建设意义和现实价值，营造全社会关
注、关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良
好氛围。

（二）保障用房，完善设施。统筹落
实国家、省、市关于养老服务用地的政
策，中心城区养老服务设施优先供地。
对没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老
旧小区和应建未建、已建未交、挪作他
用的新建小区，成立专项清理工作小
组，分类清理，限时解决。严格落实“四
同步”工作机制，未按规划配建养老服
务设施的新建小区，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和核发相关证件，不得办理不动产证。
加强对各类闲置公有用房整合利用，明

确移交程序，对登记、管理、使用等加以
规范。可设置民政部门负责的民政事
业投资管理公司，统一管理养老服务设
施和资产，并将政府出资建设、划入或
购置的资产统一纳入管理。

（三）市场运作，拓展服务。一是通
过“公建民营、合作共建、租赁经营、委
托管理、购买服务”等模式，鼓励民间资
本和公益慈善组织等参与养老服务，逐
步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如驿城区、正
阳县、泌阳县等已在运营主体市场化方
面做了探索。二是将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和综合养老中心充分结合，开
展日托、周托、月托、年托等服务，拓展
健全服务功能。进一步推广一些低偿
服务项目，如家政、医疗体检、送餐配餐
等。三是加快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汇聚线上线下资
源，为老年人提供“订单式”个性化服
务。

（四）医养结合，深度融合。以我市
“中国药谷”建设为契机，按照“五医联
动”要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
务机构深度融合。将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与经济支柱产业“中国药谷”
相结合，购买康复器具等医养产品；与
助残养老相结合，出台政策和整合项
目；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结合，有条
件的可以合并，实现资源共享；与医院
相结合，医院派驻医疗人员，在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看病享受医保报销
政策；与健康养生相结合，为老年人提
供保健、理疗、康复等养生服务，提升入
住吸引力。

（五）培养人才，提升服务。与省

政府提出的“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的
要求相结合，在本市职业院校开设养
老服务管理专业，并与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在中心设
立实习基地，提供就业岗位。发挥人
社部门作用，职业院校培训后发证上
岗，帮助养老服务企业解决持证上岗
用工难题，缓解就业压力。成立我市
市、县区、街道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指
导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配齐配
强街道、社区养老工作人员，可按比例
加设公益性岗位。

（六）建全保险，提供保障。目前，
居家护理或者养老机构的护理费用不
在医保范围之内，可借鉴鹤壁市做法通
过商业保险进行弥补，建立老年人长期
照护保险制度，出台照护保险政策，明
确长期照护保险的制度定位、保障人
群、筹资来源、保障范围和标准、失能鉴
定标准和流程等制度关键内容。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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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协“加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双月协商座谈会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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