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尔勒市宜家阳光

康养中心简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宜家阳光康

养中心位于新疆库尔勒市梨香辖区新城南路

116-3 号， 与库尔勒市第二人民医院毗邻而

居。面积 3800 平米，规划设置 100 余张养老床

位，周边环境宜人，交通便捷，为长者们构筑

起一方宁静与便利兼得的生活天地。

在专业照护方面， 康养中心组建了一支

经验丰富的多学科团队，包含医生、护士、康

复师、护理员等专业人员。 医生定期查房，及

时诊断和处理健康问题； 护士 24 小时值守，

提供基础护理与用药管理； 康复师根据长者

身体状况定制专属康复计划， 助力恢复身体

机能；护理员则全方位照料长者日常生活，从

起居饮食到个人卫生，事无巨细，体贴入微。

康养中心还关注长者精神文化需求，开

展各类丰富活动， 如音乐欣赏会、 老年合唱

团、 手工课堂等， 为长者们提供展示自我

与社交互动的平台 ，充实精神世界 ， 丰 富

日常生活。

康养中心提供多种房型， 从温馨单人间

到舒适双人间，房间内配备独立卫浴、紧急呼

叫系统、适老化家具与电器，保障长者居住安

全与舒适。 医疗设施完备，设有医务室、康复

理疗室， 配备先进诊疗设备与专业康复器

材 ， 如各类疼痛理疗 仪 ，智能康复训 练 系

统等，为长者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 此外 ，还

设有宽敞明亮的活动室 、 安静的阅览室 、

棋牌室等休闲空间，满足长者休闲娱乐与

放松身心的需求。

库尔勒市宜家阳光康养中心始终秉持

“以爱为基，用心呵护”的服务宗旨，致力于为

长者打造一个充满温暖与关怀的家， 让每一

位长者都能在这里安享幸福、 有尊严的晚年

生活。

服务对象：

自理老人：

健康型：身体无重大和慢性疾病，能自主

完成穿衣、洗漱等日常活动，思维清晰，具备

独立生活能力。

活力型：身体健康且充满活力，社交与活

动意愿强， 希望在养老院拥有规律生活和社

交环境。

半自理老人：

轻度失能型：存在轻度身体功能障碍，借

助拐杖等辅助器具可活动， 部分日常生活需

他人协助。

认知轻度受损型：有轻度认知障碍，偶尔

忘事、定向力稍偏差，能基本沟通交流，理解

简单指令。

不能自理老人：

重度失能型：严重功能障碍，瘫痪在床，

生活完全依赖他人照料。

严重认知障碍型：患严重认知症，如重度

阿尔茨海默病，无法辨认环境和有效沟通，行

为紊乱，需全方位照护。

重大疾病康复期型： 刚经历大手术或重

病处于康复阶段，身体虚弱，需专业医疗护理

和生活照料。

(库尔勒市宜家阳光康养中心)

养老是家事， 也是国事。 有

效应对人口老龄化， 事关国家发

展全局 ，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 近

日，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印发 《关

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这是我国首

个以党中央 、 国务院名义对养老

服务工作进行体系化制度设计的

纲领性政策文件 ， 也是推动解决

老有所养重大民生问题的基础性制度

安排， 为我们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 《意见》， 系

统谋划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民政》 杂志策划推出专题报

道 ， 对 《意见》 主要精神进行深

入解读 ， 并特别邀请湖南省民政

厅 、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主要

负责同志以及相关专家学者， 结

合我国养老服务的实践探索和地

方实际 ， 畅谈心得体会和落实建

议 ， 以期推动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走深走实， 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

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印发

的 《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的意见》， 对养老服务发展进行了

前瞻性 、 系统性 、 总体性部署 。

《意见》 深刻阐释了养老服务改革

发展中政府 、 市场 、 社会三类主

体的职责定位， 强调市场要在发

展养老服务产业方面发挥资源配

置作用， 首次提出“开发旅居养

老市场 ， 因地制宜发展康养旅居

等新业态 ， 推动旅居养老目的地

建设”， 为我们更加有力有效开展

旅居养老服务 ， 发展旅居养老产

业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

近年来 ， 广西壮族自治区积

极用好国家发展银发经济和康养

产业政策 ， 发挥生态优势和长寿

资源优势 ， 以旅居养老为抓手，

抢占新赛道 、 培育新动能、 形成

新优势 ， 推动旅居养老产业化、

特色化、 品牌化， 积极培育打造

康养胜地、 长寿福地。

坚持高位统筹， 加强旅居养老

系统谋划

国务院印发政策文件， 明确支

持广西推动康养产业与医疗、 旅游业

融合， 发展旅居养老， 打响“长寿福

地” 品牌。 自治区将支持旅居养老发

展写入 《广西养老服务条例》， 给予

立法保障， 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

定扶持政策措施。 出台 《深入推进

“壮美广西长寿福地” 康养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 将

培育壮大旅居养老产业作为一项任务

重点部署， 从增强旅居养老承载能

力、 提高旅居养老服务质量、 扩大旅

居养老合作交流等方面， 明确目标任

务、 重点项目、 保障措施。 同时， 将

发展旅居养老产业列入广西“十四

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先后 10 余

次听取旅居养老产业工作汇报， 提出

具体要求， 研究部署旅居养老产业发

展任务。 自治区人民政府 4 次召开养

老事业和产业现场推进会， 抓点带

面、 示范引领， 推动旅居养老产业发

展。 开展旅居养老基础性研究， 通过

调查走访、 重点访谈、 问卷调查、 大

数据监测等方式， 对到广西旅居养老

的人数分布、 停留时间、 养老消费、

服务供给等情况进行分析， 为促进广西

旅居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强化示范引领， 提升旅居养老

服务品质

开展旅居养老服务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 在全国率先出台 《旅居养老

服务规范》 地方标准， 实现旅居养老

服务标准化发展。 支持南宁、 柳州、

桂林等地改造提升适老养老社区， 打

造北海疍家小镇、 桂林阳朔养老小镇

等 300 多个旅居宜居场所， 评比出南

宁市五象养老服务中心、 柳州市白云

颐养中心、 桂林夕阳红养老中心等

32 家单位为广西首批旅居养老示范

基地。 遴选南宁龙门水都养心谷温泉

酒店、 北海冠岭山庄等一批优质旅居

场所， 向浙江、 江苏、 上海等发达省

市推介， 认定一批“长三角旅居养老

基地”。 培育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重阳老年公寓等 20 个养老服务人才

培养培训基地， 为养老企事业等用人

单位培养培训 2.7 万多名康复护理、

壮瑶医药应用等专业人才， 形成示范

带动效应。

开发精品路线， 丰富旅居养老

产品供给

整合各地生态优势、 长寿文化、

边关风情等特色资源， 培育开发旅居

养老路线， 推出桂林秀美山水休闲养

生、 巴马世界长寿圣地、 钦北防海丝

路古港、 贺州森林温泉康养等 30 条

精品路线， 遴选 500 余家场所纳入路

线， 沿线开发壮瑶医药服务产品， 为

旅居老年人提供康复服务。 南宁华润

悦年华颐养社区、 柳州市白云颐养中

心等机构就近与医疗机构合作， 打造

医养结合高端旅居养老品牌； 北海、

钦州、 防城港利用滨海资源开发冬季

“候鸟式” 养老产品； 河池、 崇左等

地发展民俗、 田园康养体验项目； 贺

州、 玉林、 梧州等地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 主打健康、 疗养、 康复品牌； 桂

林阳朔颐养庄园、 巴马世纪养生园等

地开发壮瑶医药诊疗、 油茶、 长寿地

磁疗养等特色服务。 此外， 还积极引

导社会资本发展旅居养老产业， 推动

疗养机构、 酒店、 民宿等转型发展旅

居养老床位。

加强宣传推介， 扩大旅居养老

合作交流

广西共培育成立 60 多个旅居者

联合会、 旅居服务协会等行业组织，

为旅居老年人提供联谊交流、 志愿服

务、 资源链接等服务， 组织旅居老年

人讲好旅居故事， 叫响“旅居养老在

北海” 等口号， 让旅居老年人充分融

入当地生活， “抱团到广西养老”、

“组团到广西过冬” 成为许多外地老

年人的愿望。 拍摄制作旅居养老宣传

视频， 在火车站、 地铁站、 机场等人

流量密集场所， 通过传统渠道、 新媒

体渠道和线下活动等方式开展多元化

宣传， 提升旅居养老社会认知度和影

响力。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区

域、 京津冀区域、 西北地区举办旅居

养老项目推介会， 与 21 个省份签订

旅居养老战略合作协议， 25 个养老

行业组织、 600 多家康养企业深度参

与。 举办广西广东康养产业合作框架

协议启动暨六省 （广东、 江西、 黑龙

江、 辽宁、 云南、 陕西） 旅居养老首

发团欢迎活动， 开启跨省 （区） 旅居

养老新征程。 举办养老产业博览会，

与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家开

展访问交流， 建立合作机制， 发展旅

居养老产业。

加大品牌培育， 打造全国旅居

养老胜地

充分挖掘和开发康养旅居资源，

定期举办“到广西养老”、 “到广西

过冬”、 “到广西慢游” 等系列主题

活动， 推动跨省 （区） 旅居养老常态

化。 国内重点对接长三角、 粤港澳大

湾区、 东北和西北地区发展业务， 国

外重点对接日韩和东盟国家， 探索建

立中国―东盟旅居养老合作组织， 发

展面向东盟的旅居养老产业。 推动旅

居养老服务智慧化、 科技化， 建设广

西旅居养老服务平台， 提供跨省

（区） 旅居养老一站式服务。 长寿福

地” 品牌。

下一步， 广西将深入贯彻落实

《意见》， 充分发挥广西独特资源优

势， 进一步开发旅居养老市场， 大力

发展特色化、 品牌化旅居养老产业，

重点在政策支持、 产业引导、 宣传推

介、 品牌打造等方面综合发力、 精准

施策， 培育打造全国旅居养老目的

地， 为全国旅居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广

西样本、 贡献广西力量。

（据“中国民政”）

广西推动旅居养老产业特色化

培育打造康养胜地长寿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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