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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与温情提供

“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在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地直街道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今年 48 岁的王占野带

领社区助老员团队， 用专业与温情为附近

社区老人提供陪伴和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能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

境中享受照护，并保留社交圈和生活习惯。

该中心由政府提供场地， 招标引入第三方

公司运营，将养老服务“嵌入”社区，提供

“家门口”的便捷化、个性化、多元化养老服

务。 2023 年投入使用后，逐渐成为附近社区

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王占野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 不仅是

维护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行， 更重要

的是陪老人们聊天谈心、 进行休闲健身等

活动。 他说：“陪老人‘唠嗑’特别有意义，

能让老人们知道有人愿意听他们分享，这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陪伴。 ”

如何让老人吃到方便、可口、健康的饭

菜， 也是王占野和同事在助老工作中经常

思考的一件事。 他们精心制定营养均衡的

菜单，烹饪时注重软烂适口、低盐少油。 老

人们可以到养老服务中心用餐， 王占野和

同事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

从送餐、送货，到助浴、协助老人进行

房屋适老化改造， 王占野的团队不断拓展

服务边界，尽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日

均服务近百人次。

2024 年， 人社部发布了一批新职业、

新工种，“社区助老员” 作为一项新工种位

列其中。 全国有更多像王占野一样的助老

员走进社区，用专业与温情提供“家门口”

的养老服务。

王占野表示， 他和同事将继续以更优

质的服务， 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乐享

晚年，让“夕阳红”更加绚丽。 （据新华网）

九载深耕铸匠心

粮安天下启新程

———国粮农业集团 9 周年庆典

在大同市举行

5 月 9 日，国粮农业集团“九彩华彰，

粮耀东方” 九周年庆典在山西省大同市举

行。来自内蒙古、天津、黑龙江、河北等省市

的千余名经销商、相关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国粮农业集团自 2016 年创立以来，始

终将“打造健康、营养、安全食品”作为核心

使命，构建起覆盖农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的全产业链体系。 近年来，该集团紧跟国家

战略，全力打造集健康产品研发、智能化生

产、智慧仓储物流、农旅融合发展于一体的

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国粮家园”为载体，为

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生活服务。 凭借

“立足生态农业，造福人类健康”的坚定信

念，该集团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

劲动力，守护千家万户的饮食健康。

庆典现场， 该集团党支部书记杨凤明

发布了未来五年战略规划。 她表示，国粮农

业集团将以核心产品黑色杂粮粉为引领，

加速健康食品普及进程。 未来五年，国粮农

业集团将依托创新工艺与技术优势， 推动

黑色杂粮粉等全品类健康食品走进千家万

户，同时以产品为载体、文化为纽带，将中

华食养智慧与现代健康理念深度融合，助

力中华食养文化走向世界， 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道路上贡献国粮农业集团的力

量， 让全球消费者共享安全营养的中国味

道。 （邢爱田）

近年来，北京市通州区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深化养老服

务领域供给侧改革为动力，以“政策创新 + 精准服务”为双轮驱动，构建起覆

盖全域、层次分明、智慧赋能的养老服务体系，多维度绘就幸福养老新图景。

普惠养老服务

就近就便

微风和煦、 阳光明媚。 一大

早， 在位于潞城镇后北营街的潞

城镇养老服务中心内， 十几位老

人正专注地跟着老师练习八段

锦， 衣袂翻飞间勾勒出动静相宜

的画面。

2024 年，按照北京市民政局

统一部署， 通州区加快布局街道

层面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 ，而

潞城镇养老服务中心就是首批 5

家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之一。 记

者在现场看到，该中心共有 3 层，

不仅有活动室、餐厅、健身房、文

娱区、 助浴间等， 还有全日托养

区、住院部和康复理疗区，空间整

体宽敞明亮， 功能区域设置科学

齐全。

“中心建筑面积 6400 余平方

米，周边有商务住宅小区、回迁房

小区等。 为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养老

需求，我们注重发挥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的枢纽作用，统筹调动辖区

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就近

就便的普惠养老服务。 ”潞城镇养

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婧介绍。

据了解， 为进一步提升老年

人生活品质， 通州区近年来相继

出台 《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

（2021 年—2035 年）》《关于加强

养老服务机构监管工作的意见》

《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实

施细则》等文件，不断完善区、街

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统筹

发展居家、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服

务形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

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供给机制。 在

区级层面，建设养老指导中心，强

化对养老工作的统筹指导； 在街

道层面，以转型升级、配套新建和

整合设置三种方式， 布局建设区

域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层面，陆

续建成 197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按照基本服务清单、普惠型养

老服务清单和市场服务清单，分

层次为老年人提供精准服务。

让老人吃上

“放心饭”“暖心饭”

“今天我们准备了 4 种凉菜、

16 种 热 菜 ， 欢 迎 叔 叔 阿 姨 品

尝 …… ”4 月 21 日临近中午 ，在

临河里街道玫瑰园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老年餐厅， 工作人员热情地

向老人介绍菜品。

78 岁的赵先生是一位独居

老人，每天都到老年餐厅用餐。当

天， 他选择了果仁菠菜、 滑蘑肉

片、红烧鱼块 3 样菜，有凉有热、

有荤有素 ，称重后显示“5 两 、12

元”。“一个人在家， 吃饭是个大

难题。前些年我腿脚利索时，颠勺

炒菜不费劲， 现在越来越力不从

心了。我家就在附近，走几分钟就

到了。这里的饭菜品种多、软烂可

口，大家吃了都说好。 ”赵先生称

赞道。

据玫瑰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负责人毕婉儒介绍， 该餐厅建设

于 2019 年，实行小份菜模式。“我

们每天准备十几种菜品， 老人愿

意吃什么、 愿意吃多少都是自己

决定， 最后称重计费 ， 每两 2.4

元。加上 3 元不限量的主食，一般

一顿饭十几元就够了 。 ” 毕婉

儒表示。

在通州区， 像玫瑰园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老年餐厅这样的老年

助餐点还有 200 多个。 近年来，通

州区将老年助餐工作作为重要民

生工程持续推进， 出台老年助餐

服务实施细则等文件， 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通过新建助餐场所、腾

退老旧房屋、改造闲置空间、引入

社会企业等方式发展老年助餐服

务，加大政策指导力度，加强服务

质量监管，合理谋划点位布局，形

成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社会参与

的多元协同机制。

为加大老年助餐服务监管力

度， 通州区民政局组建养老安全

员队伍，每天下沉到各个点位，围

绕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制作等

环节进行安全检查，通过“源头把

控 + 过程监督”，让老人吃上“放

心饭”“暖心饭”。

将养老机构床位

“搬”进家

深受“养老不离家”的传统

观念影响， 我国大部分老年人选

择居家养老。其中，重度失能老年

人、 重度残疾老年人等迫切需要

更加专业、 更高质量的居家照护

服务。

2022 年以来，通州区加快推

进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 出台

《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管理实

施细则》，按照政府主导、专业支

撑、家庭参与的原则，将养老服务

机构的专业照护服务送到老人床

边。“从 2022 年的 500 张床位，到

2023 年的 2500 张床位，再到 2024

年的 5000 张床位，3 年来，通州区

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实现了飞跃式

增长。 ”通州区老龄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何凤红介绍， 该区今年又将

“建设 3000 张养老家庭照护床

位” 作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加以

推进， 进一步加大养老家庭照护

床位建设力度。

63 岁的李女士，是通州区养

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工作的受益

者之一。 4 月 17 日上午 8 时许，

玉桥街道柳岸方园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工作人员周立芬像往常一样

敲响她家房门。“姐姐，我来看您

了。”“就盼着你来呢，快进屋呀小

芬……”简单寒暄后，周立芬开始

帮老人做屋内清洁，一边干着活，

一边陪老人聊家常。

李女士是一级肢体残疾人，

平时一个人生活， 靠自制的小板

凳和小车“行走”。 虽行动上有诸

多不便， 但李女士把家收拾得干

净、整洁。“孩子们帮我定制了无

障碍家具， 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我

可以自己完成， 但那些稍高的地

方就靠小芬帮我收拾、打扫了。她

平时看到美景会用手机拍下来给

我看， 遇到有趣的事也会讲给我

听，还定期帮我理发，技术特棒！”

李女士说。

柳岸方园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负责人张蝶告诉记者， 养老家庭

照护床位的服务对象为重度失能

老年人、重度残疾老年人等，每季

度由养老服务机构免费提供 2 次

健康评估和居家安全评估服务、2

次照护者护理技能培训服务以及

6 次个性化的生活照料服务 （每

次不少于 4 小时）。

据悉， 通州区对养老家庭照

护床位的补贴分为两部分。 第一

部分是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服务补

贴， 在市财政每床每月 500 元补

助的基础上， 由区财政再承担每

床每月 100 元； 第二部分是适老

化改造补贴 2000 元，老人可在助

眠、助行、助浴等 5 类适老化改造

配套产品目录中灵活选择。

（据《中国社会报》）

多维度绘就幸福养老新图景

———让老人在“银发浪潮”中拥抱新生活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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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

会长刘旭斌、 秘书长任小镏、副

会长单位长治北大医疗潞安医

院康养办主任王桐桐、副秘书长

张红霞及融媒体中心崔毅一行，

赴长治市大健康公共服务基地

进行考察调研。 长治市老区建设

促进会秘书长牛文胜及基地运

营负责人等参加调研。

长治市大健康公共服务基地

位于风景秀丽的卢医山下， 是潞

城区重点打造的大健康产业项

目。 考察团先后参观了基地适老

化展厅、智慧康养平台、和平康复

医院和暖心窝颐养之家， 详细了

解基地在养老、健康管理、康复医

疗、 产学研结合等方面的实施情

况，以及基地未来的发展规划。

之后，考察团前往常平温泉

小镇及康养旅游度假区水乐园

主题酒店。 温泉小镇依托当地丰

富的温泉资源， 打造了集休闲、

养生、旅游于一体的康养度假胜

地。 考察团对小镇的规划布局、

设施建设和运营模式进行了详

细了解，认为具备了良好的康养

旅居条件。

考察结束后，考察团赴长治

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办公室进行

座谈。 牛文胜秘书长介绍了老区

建设促进会一直致力于推动老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希望长治市

大健康公共服务基地能够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 ，整合资源 ，打造

具有老区特色的大健康产业品牌。

长治市老促会和山西省老产协有

多年的合作基础，希望在老龄康养

等方面，与山西省老产协有更多的

合作和资源支持。

刘旭斌会长对山西省老产协

此次山西省各地市调研工作目标

做了介绍，协会长治代表处将逐步

开展工作，落实协会今年两会一平

台重点工作部署。 双方可以充分利

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在老龄产业的

多个领域深入探索合作机会。 任小

镏秘书长也就双方在信息共享、项

目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希望未来携手为革命老

区老龄康养产业的融合发展贡献

更多的力量。 （张红霞）

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

赴长治市大健康公共服务基地和常平温泉小镇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