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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满足场所、人员、资金等需求，江西织密农村养老服务网———

解决三项难题 服务农村养老

截至 2023年年底，江西省老
龄化率达到 18.76%。相较于城
市，农村养老面临一些特有困

难：留守老人多，老人居住分散、

居家养老观念重，养老服务市场

不够成熟……为破解农村养老

难题，近年来，江西省聚焦现实

需求持续探索，不断织密农村养

老服务网。

在哪儿养老钥
面向不同需求袁提供县乡村三级服务

由于健康状况、行动能力、

经济基础等条件不同，老人对养

老服务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为了

满足不同需求，江西构建了县乡

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三级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有

什么区别？分别适合什么情况的

老人？可以从新余市分宜县居民

龚小兰“三次犯难”的故事说起。

龚小兰 76岁的母亲黄连英
过去在洋江镇辑睦桥村生活。7
年前，龚小兰的父亲去世，留下

母亲独自在村里居住。龚小兰很

是操心母亲：“我担心她一个人

生活太孤单，我住在县城，很难

每天陪伴她。”

好在，当年辑睦桥村利用村

里的闲置小学建成颐养之家。村

里 7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去，有一
日三餐，有休闲活动，还有定期健

康体检，一个月只需 300元。“去
颐养之家挺好，村里人在一起也

热闹。”龚小兰打算送母亲去。

可还没等想法实现，龚小兰母

亲多年的眼疾骤然加重。“颐养之

家能住、能吃饭，但没有专业的护

理人员。母亲去哪养老好呢？”龚小

兰再次犯难了，她想过把母亲接到

家中，可是工作日白天她和丈夫都

要上班，还是没人照料母亲。

有朋友支招：“镇敬老院现

在很不错。”那里的条件怎么样？

龚小兰有些担忧。

“我们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改

造，护理床、电视机、热水器、空

调一应俱全，不仅有三名护工，

还购买了简单的医疗设备、应急

药品，能自理老人和半失能老人

都接收。”听完镇敬老院院长钟

毅的介绍，又实地考察了几回，

龚小兰转变了观念，把母亲送进

了镇敬老院养老。住得舒服、有

人照顾，黄连英过得挺舒心。

可是，黄连英的眼疾逐渐严

重，做完手术后，敬老院又缺乏

照料她的相应条件了。龚小兰第

三次犯起了难。

四处打听后，每个月只需要

1200元的县福利院成了合适的选
择———“每天都有专业的医护人

员巡诊，县人民医院定点来这开

展中医理疗，能为失能、半失能老

人提供更加专业的照护服务。离

家也更近了，我能经常去看望陪

伴母亲。”今年 2月，龚小兰将母
亲转到县福利院，如今母亲被照

料得不错，母女俩都很高兴。

龚小兰和她母亲的经历，是

江西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

体系发挥作用的生动体现。

江西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

长任新华介绍，县级层面，依托县

综合福利院建设失能失智照护机

构，对农村特困失能、半失能老人

实行集中照护；乡镇层面，对敬老

院进行改扩建，保障半失能、生活

自理特困老人等集中供养需求；村

级层面，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利用

农村闲置校园校舍等资源，打造颐

养之家和“一老一小幸福院”。

目前，江西省 100个县（市、
区）均建成至少一所县级特困失

能人员照护中心，1.5 万余名失
能、部分失能孤寡老人得到集中

照护；建成区域性中心敬老院

245家；建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设施 1.4万余个。

谁来服务钥
推广互助养老袁加强专业队伍力量

在樟树市鹿江街道西堡村

乐龄中心，有一件事让人惊

讶———住在这里的老人最多时

有 43人，而出钱聘请的服务人
员有多少呢？一个人！

环境整洁、饭菜丰富、老人

满意……这样的服务，一个人能

完成吗？

“还得靠志愿服务人员，村

里很多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

和热心村民都会来帮忙。”西堡

村党支部副书记、乐龄中心负责

人周玉成解释。

别看现在周玉成说得轻松，

其实，2019年村里筹建乐龄中心
时，人手问题让他很是头疼。“村

里有闲置的小学校舍，不缺场

地；上面拨一点，村里筹一点，村

民出一点，改建也不愁资金；就

是没人来进行养老服务，如果专

门聘请工作人员，凑的钱根本不

够。”周玉成说。

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坐在一

起，几番商量也没议出个结果。

“我们一起干行不行呢？”有人轻

声说了一句，大家都听了进去。

“分摊下来事也不多，试试就知

道行不行，就当一起养老了。”周

玉成说完，大家纷纷附和。

2019年年底，西堡村乐龄中
心开始运营，只在村里聘请了一

个脱贫户专职做饭，其余的事务

都靠志愿者：退休老会计陈细国

管钱、老村干部程恒凤负责财务

监督和日常管理、周玉成处理疑

难问题……几人成立了互助管理

理事会。成员们真诚服务，老人们

看在眼里，平时也帮着做些力所

能及的小事，乐龄中心形成了自

主管理、互助服务的良好氛围，引

得其他区县纷纷前来参观学习。

这就是“党建+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模式。农村养老服务内

容涉及日常管理、后勤卫生、做

饭等，如果都聘请专职人员，资

金压力会很大。村里的老干部等

有力又有闲，有爱心又肯奉献，

请他们发挥所长，为村里的特困

老人、留守老人等提供助餐、助

医等志愿服务，能够有效解决缺

少服务人员的问题。

村里探索互助，乡镇推进改

革。江西推进乡镇敬老院人事编

制制度改革，因事设岗、按需设

岗，合理设置不同类别岗位，增

加养老护理员、护士配备。同时

优化考核体系，重点考核服务质

量、运营效率等，不断提升乡镇

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

为加强养老服务的专业力

量，江西开展养老院院长和养老

护理员培训，免费开展养老护理

员培训近 10万人次。

资金从哪儿来钥
采取多元投入袁统筹使用专项资金

“辣椒炒肉、茄子、紫菜蛋

汤……”在分宜县双林镇中村村

颐养之家食堂打饭窗口上一瞧，

伙食挺不错。

“我今年 81岁，在这里吃住，
一个月只要 250块。”排队取餐
的一名老人说。

这样的收费能够维持颐养

之家运营吗？

“那肯定不够！”中村村颐养

之家负责人黄小清算起了账，“除

了每名老人每月自缴 200多元，
市、县两级财政还会给每人每月

补贴 100元。此外还有社会捐助，
主要来自相关帮扶单位、企业、爱

心人士等，颐养之家的米面粮油

大部分都是他们捐赠的。”

“农村互助养老是普惠性

的，也是实用性的，江西探索建

立‘个人缴费一点、村级自筹一

点、政府补助一点、社会捐助一

点’的农村养老多元化投入机

制，就是要让基层承受得起、老

人负担得起，让互助养老运营可

持续。”任新华表示。

同时，江西各地还鼓励有条

件的颐养之家因地制宜种蔬果、

养鸡鸭，农村老人通过自助、互

助服务，尽可能降低互助养老运

营成本。

近年来，江西不断强化公办

养老事业兜底线，保基本职责。

全省有公办养老机构 1251家，其
中公建公营 1113家，占比 89%。
“十四五”以来，江西每年统筹使

用省级养老专项资金、部省福彩

公益金超 2 亿元重点支持农村
养老服务发展。

同时，江西还实施“公建民

营”养老运营模式，现有公建民

营机构 138家。“‘公建’让企业
没了前期投资建设压力，吸引他

们参与；‘民营’让政府后期不用

长期投入，转做监管。”赣州市兴

国县民政局局长钟林轶介绍。

为完善“公建民营”模式管理

机制，江西明确规定，引进养老运

营机构要综合考量从业信誉、服

务水平、可持续性等指标，并从专

项督查、严明奖惩等方面发力，促

使运营机构提高服务质量。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近日，天猫健康联合索诺瓦

集团及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

学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阿里巴巴公益、阿里健康公

益共同发起“助听行动 2024”，面
向全国社区推广“助听行动·听

力检测点”———在社区为 60 岁
以上老人免费提供近在身边的

听力检测服务。同时，定期邀约

专业听力师走进社区开设听力

知识科普、义诊，以及助听器捐

赠等活动，帮助改善老年人听力

损失状况，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中国老年人听力损失现状

及助听器应用调研》显示，我国

听损老年群体已达 1.2亿，且规
模还在不断攀升。数据背后，更

值得关注的是耳聋导致的老年

自闭现象，因“听不见”导致听觉

言语交流障碍，从而引发孤独

感、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

和社会隔离现象，让老人陷入交

流“孤岛”。

据悉，“助听行动 2024”已于
10月底正式启动，陆续在北京、
上海、武汉 3地 25个社区落地，
预计覆盖超 20万社区用户。同
时，活动面向北京、上海、武汉、

杭州、广州、深圳、天津、成都、西

安、南京 10个城市开放线上征

集，用户在淘宝 App 搜索“健康
助听行动”即可为 60岁以上老
人申请免费听力检测服务，也可

为自己所在社区申请新建“助听

行动·听力检测点”。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于建伟表示，“听力健康

是保障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

社会参与的重要基础，需要全

社会给予足够的重视。基金会

将通过此次行动，积极开展预

防科普、引导他们采取科学有

效的措施进行干预和治疗，缓

解他们因听力损失而引发的社

交障碍和心理问题，进一步提

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

生活质量。”

目前，对于中度及以上老年

性听力损失患者，主流的干预方

案是验配助听器，而我国助听器

佩戴率不到 5%，远低于发达国
家。索诺瓦中国听力培训、索诺

瓦卓越中心总监杨欣怡分析说，

“国内老年人群体对于听力损失

的重视度不足，且从发现听力问

题到寻求解决方案的周期也很

漫长，我们希望通过便捷的听力

自筛与专业验配师线下义诊相

结合的形式，帮助老人更好地了

解听损程度，并通过科技智能的

助听设备为老人提供专业、有效

的解决方案。”

据悉，今年是天猫健康关注

老年人听力健康的第三年，也是

助听行动启动的第三年。从 2022
年走进江西遂川县为听损老人

免费验配助听器、到 2023年流
动的“听力房”为多地市民做免

费听力检测，再到现在深入老龄

化社区打造近在身边的听力检

测点，天猫健康携手商家伙伴、

公益机构，不断探索老年性听力

损失预防、干预的有效手段，帮

助更多老人减缓听力损失、享受

健康晚年。

助听行动 2024院关注听损老人群体 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在哪儿养老？谁来服务？资金从

哪儿来？农村养老存在一些现

实难题。近年来，江西省不断探索，建立

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推广互

助养老、拓宽投入渠道等，努力让农村

老人老有所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