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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为老年人办实事清单

序号 工作项目 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支出责任 责任部门

１

大力推进
综合嵌入
式社区居
家养老服
务中心建
设

居家老年
人

到２０２５年底，综合嵌
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覆盖所有县 （市、
区），乡镇 （街道）覆
盖率达到６０％，为老
年人提供全托、日托、
助餐、上门等服务。

市县事权，省级
按照省以下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方案对
各地给予适当补
助。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２

积极推进
乡镇区域
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

农村老年
人

到２０２５年底，乡镇区
域养老服务中心综合服
务 功 能 覆 盖 率 达 到

６０％，为农村老年人提
供全托、日托、助餐、
上门等服务。

市县事权，省级
通过中央福彩公
益金和省民政厅
分成福彩公益金
对各地给予适当
补助。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３
大力推进
社区老年
食堂建设

居家老年
人

到２０２５年底，每个街
道至少建有１所社区老
年食堂，乡镇覆盖率达
到６０％以上，为老年
人提供物美价廉 “暖心
餐”。依托社区老年食
堂，适时举办 “长者美
食节”活动。

省级通过省民政
厅分成福彩公益
金对各地给予适
当补助。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４

为特殊困
难老年人
家庭实施
适老化改
造

分散供养
的 高 龄、
失能、残
疾老年人
家庭。有
条件的可
以逐步扩
大到城乡
低保对象
中 的 高
龄、失能、
留守、空
巢、残疾
老年人家
庭和计划
生育特殊
家庭。

以 “室内行走便利、如
厕洗澡安全、厨房操作
方便、局部环境改善、
智能安全监护、辅助器
具适配”为主要目标，
根据实际需求，为老年
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
造。２０２５年底前完成
不少于４万户。

市县事权，省级
通过省民政厅分
成福彩公益金对
各地给予适当补
助。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合部门：省残联，
各市 （州）、县 （市、
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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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项目 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支出责任 责任部门

５
开展居家
老年人巡
访关爱

１．６０周
岁以上居
家生活的
独居、空
巢、留守、
特困、高
龄、失能
（含失智）、
重残和计
划生育特
殊家庭老
年人。
２其他有
需求的居
家 老 年
人。

１ 为 ６０ 周岁以上独
居、空 巢、留 守、特
困、高龄、失能 （含失
智）、重残和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老年人全部建
立电子档案台账，月巡
访率１００％。
２ 为其他有需要的老
年人建立电子档案台
账，提供巡访服务。

市县事权，省级
通过省民政厅分
成福彩公益金对
各地给予适当补
助。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 合 部 门： 各 市
（州）、县 （市、区）
政府

６
为老年人
发放高龄
津贴

８０ 周 岁
及以上老
年人

为８０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发放高龄津贴。８０－
８９周岁的城乡低保老
年人每人每月不少于

５０元，其他老年人每
人每月不少于２５元；
９０－９９周岁的老年人
每人每月不少于 １００
元；１００周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每人每月不少于

３００元。

市县事权，所需
资金从原渠道解
决。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７

大力推进
农村养老
大院 （互
助站点）
建设

农村居家
老年人

到２０２５年底，农村老
年人数量较多、居住较
为集中、服务需求较高
的村实现养老大院 （互
助站点）全覆盖，设置
日间休息和活动场所，
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日间
休息、娱乐等服务，有
条件的增设助餐服务。

市县事权，省级
通过中央福彩公
益金和省民政厅
分成福彩公益金
对各地给予适当
补助。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８

推进失智
老年人照
护专区建
设

失智老年
人

到２０２５年底，全省失
智老年人照护床位数不
少于５０００张。

市县事权 省民政厅

９
举办护理
员大赛

养老护理
员

每年举行一次全省养老
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以赛促训，提高养老护
理服务水平。

市县事权
牵头部门：省民政厅
配合部门：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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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项目 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支出责任 责任部门

１０
推进医养
结合工作

就医老年
人

１到２０２５年底，二级
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
老年医学科的比例≥
６０％。
２到２０２５年底，综合
性医院、康复医院、护
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中老年友善医疗卫生
机构占比≥８５％。

市县事权 省卫生健康委

１１

开展全国
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
社区创建
活动

社区老年
人

指导各市 （州）开展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创建活动，每年完成
２０个以上社区创建工
作 （具体数量以全国老
龄办分配数量为准）。

市县事权 省卫生健康委

１２
推进老年
教育工作

在校学生
强化养老服务类专业建
设。 职业院校

老年人
指导吉林开放大学不断
完善 “吉林老年学习在
线”平台。

吉林开放大学

老年人
持续推动高校开展 “老
年课堂”活动，不断扩
大老年教育覆盖面。

“老年课堂”试
点院校

牵头部门：省教育厅
配合部门：省民政厅

１３

持续推进
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
工作

试点地区
参保人员
中符合条
件的失能
人员等

到２０２５年底，建立比
较完善的筹资、待遇保
障制度和管理服务体
系，保障失能人员的基
本护理保障需求。

市县事权

牵头部门：省医保局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省民政厅、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卫生健康委，各试
点地区政府

１４

为老年人
办理证件
提供便捷
服务

高龄行动
不便、失
能、残疾
老年人或
其他有需
求的居家
老年人

为有办理户口、居民身
份证需求且不方便到公
安机关办理的老年人提
供上门办理、上门送证
等延伸服务。

７０ 周 岁
及以上老
年人

到２０２５年底，完善办
证大厅服务老年人设
施、升级智能办证设备
适老功能、以登门办证
等方式替代传统服务方
式，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老年人出入境管理服务
工作。

市县事权 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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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项目 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支出责任 责任部门

６５ 周 岁
及以上老
年人

为老年人办理机动车登
记和驾驶证业务设置
“绿色窗口”，实现 “免
排队”“一窗通办”“一
次办结”。

市县事权 省公安厅

１５
提高老年
人交通安
全水平

养老机构

对养老机构周边道路开
展排查，结合道路条
件，在养老机构门前设
置人行横道，增设和改
造交通安全设施，提高
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市县事权 省公安厅

１６

畅通老年
人法律援
助绿色通
道

经济困难
和符合条
件的老年
人

对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
简化程序，实行 “一免
五优先”制度，着重解
决好困难、残障、失
独、空巢老年人权益保
障问题，实现老年人刑
事法律援助全覆盖。

省市县事权

牵头部门：省司法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１７
加强涉老
公证法律
服务

８０ 周 岁
及以上老
年人

对８０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办理遗嘱公证免收公
证费，鼓励各地结合实
际进一步降低老年人免
费遗嘱公证年龄门槛。

省市县事权，所
需资金原渠道解
决。

牵头部门：省司法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１８

在 １２３４８
公共法律
服务热线
开设涉老
坐席

老年人

到 ２０２３ 年 底，实 现
１２３４８热线平台增设老
年人服务专席，针对老
年人咨询较多的赡养纠
纷、涉老婚姻等法律问
题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省级事权，省司
法厅协调省财政
解决。

牵头部门：省司法厅
配合部门：省财政厅

１９

加强老年
人 赡 养、
婚姻家庭
等方面矛
盾纠纷化
解工作

老年人

组织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开展涉及城乡老年人赡
养、婚姻家庭等方面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省市县事权
省 司 法 厅， 各 市
（州）、县 （市、区）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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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项目 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支出责任 责任部门

２０
推行适老
化交通出
行服务

外出老人

１ 提升出租汽车服务
水平，完善扬召、电召
或网约等方式，便利老
年人打车出行。
２ 完善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老年人辅助设施，
落实好无障碍渡板配
备，满足老年人出行需
求。
３ 指导各地交通运输
部门积极打造敬老爱老
城市公交服务线路，积
极配置老幼病残孕优先
座位和便民箱，在车厢
内开展敬老爱老宣传，
营造良好敬老爱老氛
围。
４ 指导各地在新增、
更新城市公交车时，积
极采用低地板或低入口
式公交车，方便老年人
乘车。
５ 指导各地积极在二
级以上客运站为老年人
提供关爱帮扶， “爱心
通道”、重点旅客候车
室等人性化服务，为有
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人工
售检票、咨询指引等服
务。

市县事权
省交通运输厅，各市
（州）、县 （市、区）
政府

２１

为老年人
提 供 阅
读、线上
文化普及
等服务

老年人

１ 依托省图书馆老年
人阅览室为老年人提供
老年阅读服务，丰富老
年文化生活。
２ 为全省老年人提供
线上文化艺术普及课
程，到２０２３年底省文
化馆数字平台老年人注
册用户达到１０万人，
让老年人能够在家中利
用手机等新媒体平台学
习文化艺术知识。

１ 通过省图书
馆免费开放经费
为老年人提供阅
读服务。
２ 通过省文化
馆艺术普及项目
经费设置老年艺
术普及课程。

省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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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项目 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支出责任 责任部门

２２

完善老年
人体育场
地设施建
设

老年人

１在２０２３年计划新建
的４个体育公园、４０
个多功能运动场、２８
个笼式足球场中，按照
“一场多用”的思路，
增设太极拳、健身操
舞、羽毛球等功能设
置；在计划新建的１００
套健身路径中增设老年
人健身器材，为老年人
提供更多适宜的体育场
地和设施。
２ 开展吉林中老年模
特大赛、双十一健步
走、九九重阳登高等老
年体育活动。在全省社
区运动会、全民健身运
动会中，设置门球、柔
力球等老年人特色运动
项目，在全省篮球联
赛、气排球联赛中增设
老年组别。

省级通过中央转
移支付资金和省
级体彩公益金给
予支持。

牵头部门：省体育局
配合部门：省财政
厅，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２３

开展以老
年群体为
重点的防
范非法集
资宣传教
育

参与投资
理财老年
人群体

１ 每年组织开展一次
全省防范非法集资集中
宣传活动。发动一线力
量进社区、进养老院、
进家庭，把老年群体作
为重点，开展防范非法
集资精准宣传。
２ 开展常态化宣传。
依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多种渠道，提高老年群
体风险防范意识。

———

牵头部门：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
配合部门：省民政
厅、省卫生健康委、
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
行、吉林银保监局、
吉林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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