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496H/2019-

05020 
分类： 人大代表建议;议案 

发文机关： 吉林省民政厅 成文日期： 2019 年 07 月 14 日 

标题： 对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17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发文字号： 吉民议字〔2019〕2 号 发布日期： 2019 年 07 月 29 日 

对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17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民议字〔2019〕2号  

陈   * :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立多元智能医养一体化养老

服务模式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强化政府主导,创造更加优化的发展环境。一是注重规划引领。“十二

五”以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纳入全省重点规划,明确阶段性任务、目的和

措施,推动各项工作扎实开展。二是高位推动落实。省政府召开专题会、推进会

和现场会,推广各地总结的经验做法;连续 8年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任务纳

入全省民生实事,强化地方政府属地责任。三是完善扶持政策。省政府和相关部

门先后出台了 40 余个具有支持性、引导性的文件,涵盖用地保障、税费优惠、

金融支持等多个方面,为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二)转变服务方式,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一方面,构建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网络。在社区层面,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设日间照料中心 1878 个,实现全省

覆盖,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健康指导、助餐等服务;在街道层面,建成城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56 个,强化其短期托养、康复护理、技能培训等功能;

在区级层面,成立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承担政策落实、监督管理、业务指导等职
能。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各地积极探索社会化的有效

形式,全省已有 722 个社区依托社会力量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占城市社区总数的

51%,主要形成了委托运营、延伸服务、资源共享 3种服务模式。 

  (三)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为加快发展城乡同步、服务同

质的养老服务,有效整合部门资源,将政策、资金、项目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一

方面,实施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3年(2018 年—2020 年)提升计划。采取“多

镇合一”“城乡一体”等方式跨乡镇整合,优化结构布局。2018 年整合改造了

75个。支持农村福利服务中心将闲置床位向社会开放,对整合后闲置的农村福

利中心改造成养老服务大院,发挥养老服务设施的最大效益。推行了县级民政部

门垂直管理福利中心的体制,有效提高了服务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积极开展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结合区域特点和乡情、村情,建设农村养老服务大院 4220

个、邻里互助点 26 个,得到老年人及家属的普遍认可,较好地解决农村留守、孤

寡等特殊老人的养老需求。 



  (四)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养老服务改革创新。针对养老院医疗服务能力不足

的问题,支持 42 个养老机构或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机构建设试点,通过养老院

内设医疗机构、建立医养结合联合体和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为入住机构老人提

供便捷的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公办养老机构服务水平偏低的问题,采取联合经

营、委托运营、合资合作等方式,持续推进公建民营改革,全省已有 20个公办养

老机构交由社会力量运营,占城市公办养老机构总数的 21%。针对养老机构抵御

经营风险能力较弱的问题,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每张床

位保费 120 元,省级财政资助 50%。全省共有 809 个养老机构投保,占依法运营

养老机构总数的 70.3%。 

  (五)强化规范管理,有效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深

入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利用自主研发的手机 APP 检查系统,对全

省 1370 个养老机构全面排查,整改后管理服务类指标合格率达到 95%。二是持

续开展民办养老机构整治工作,采取整改一批、取缔一批、疏导一批和新建一批

“四个一批”办法,累计关停证照不齐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 971 个。投入

省级资金 1500 万元,支持 92个民办养老机构改造了消防设施。三是加强养老服

务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制定了医养结合、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等 10余个地方标

准,并免费印发给养老机构,开展了养老服务标准化创建活动,以标准化建设带动

服务质量提升。四是切实加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业务培训,采取岗位与职业培

训、省级与市县培训相结合,累计培训 8550 人,持证上岗率达到 87%,养老服务

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总体发展水平来看,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幸福养老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之间的矛盾仍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我省具体体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
受经济条件、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西部养老服务业发展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城

乡发展还不平衡,农村养老服务相对滞后,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基础设施落

后、服务水平偏低,农村留守、独居、失能等老人的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居家社区与机构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居家养老服务虽有所加强,但部分县市发

展缓慢、受益面较窄、服务质量不高,养老机构中面向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型床

位较少,还不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社会力量投入养老服务业的

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引入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的吸引力还不够强。 

  三、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思路和措施 

  结合我省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发展养老服务工作思路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

社会环境,推动医养结合、文养结合,坚持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双轮驱动,不断提

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更丰富的养老产品、更舒适的养老环境,真正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让全省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在发展措施上坚持法治化、标准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五化统

筹”,即:加强法治化建设,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的能力,厘清各部门在发展养老服务中的职责和权限,完善事中事后综



合监管机制。加强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服务

的相关标准,建立相应认证体系,加快建立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及养老服务资格评

估、需求评估、质量评估等制度。加强社会化建设,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积

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养老服务市

场化、产业化进程。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

技术,推进智能化养老进程,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管理系统,从线下实体服务向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转变,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加强专业化建设,完善养老

服务行业准入、退出机制,加大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力度,积极引入社工、技

术和管理服务等专业人才,培养专业化的骨干队伍,全面提高养老服务规范化、

精细化管理水平。 

 

 

吉林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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