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要落到实处，便捷是关键所在，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
更是如此。在构建完善“老有康养”服务体系时，打造“家门口
的幸福”是绍兴的重要落脚点。

中午，诸暨市徐家坞村 69 岁的村民徐志光来到村爱心食
堂，与老伙计们围坐一起，边吃边聊，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差
不多同一时间，18 公里外的诸暨市上英村，90 岁村民孙雅琴
也接到了村妇女主任陈美送来的“爱心便当”。

民以食为天。为破解空巢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做
饭难”“吃饭难”困境，近年来绍兴市以助餐配送餐服务为切入
点，着力打造多层级、差异化、普惠型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截
至11月底，绍兴全市已建成各类助餐配送餐服务点842个，其
中老年食堂 422 个，覆盖 2100 个村（社区），助餐配送餐服务
村社覆盖率达95%。

政府兜底、社会参与是绍兴助餐配送餐服务的一大特
点。“我们不仅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具备资质的社会力量因地制
宜开展助餐配送餐服务，也支持爱心食堂错峰向周边居民、商
户提供市场化共享餐饮服务，以此实现长远发展。”绍兴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卡在手，服务全有”则是绍兴满足老人多元化需求的
又一探索。绍兴市出台《党建统领 优质共享 绍兴市养老服
务“爱心卡”制度实施方案》，指导推进全市养老服务“爱心卡”
工作。2022 年以来，作为绍兴唯一的省养老服务“爱心卡”制
度试点城区，越城区以“家庭出一点、集体担一点、社会捐一
点、财政投一点”的形式，为辖区符合要求的老人发放“爱心
卡”。截至目前，越城区已有 13 万余人申领了“爱心卡”，提供
服务18万余人次。

为构建养老服务阵地、实现机构跟着老人走，绍兴市还出
台 了《绍 兴 市 区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布 局 专 项 规 划（2021—
2035）》。今年以来，该市不仅着力推动 6 个省级“老有康养”
重大工程，还建成 20 余家示范引领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乐龄中心”，与党群服务中心、社工站等融合建设，实施专业
化运营，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康复护理、托养等服务，满足
老年人多元化、多层次和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一老一小”
服务综合体建设已初有成效。

新昌县长者中心是绍兴市打造的集康体保健、文化教育、
运动锻炼于一体的“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2.0版，设有智慧养
老数据中心、适老化改造和辅具租赁增能区、康复锻炼区、长者
怀旧体验区及“日照＋长照”的普惠照护等五星级服务。同时，
以“颐、乐、学、为”为核心，高标准配置老年大学、长者超市、长者
食堂、托育早教等服务功能，实现一站式综合服务、一体化资源
统筹，尤其是其中的休闲娱乐设施，深受“一老一小”的喜爱。

此外，绍兴市还积极探索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柯桥区国企参与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试点被列入省级共富试
点名单，揭牌成立浙江金柯桥康养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
全省国企参与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柯桥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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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政策精准找人、困难群众少
跑腿，近年来，绍兴市一方面完善市、县、
乡、村“弱有众扶”四级工作体系，实现

“助联体”覆盖率 100%，一方面依托社会
救助联席会议汇聚政府、慈善、社会组织
等多方力量参与救助服务，有效织密了
弱有众扶“大网格”。

“你的血压有点高，降压药不要忘记
吃。”近日，上虞区“丁赞”民生服务大队
再次走访了丁宅乡上宅村的困难群众老
丁，送上爱心物资的同时，也不忘细细叮
嘱道。

在绍兴，像“丁赞”民生服务大队一
样的社会组织已成为县、乡、村三级助联
体的重要力量，助力需求收集、救助代
办、探访关爱等服务变得更为高效精
准。截至目前，绍兴全市共有 45990 人
纳入低保、低边、特困救助，临时救助
4311 人次，探访关爱 152999 户次，实现

“幸福清单”送达率100%。
通过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等形式，绍

兴还实现了社会救助与慈善帮扶的融合
发展。今年，绍兴全市不仅新增慈善组
织 52 家，还新增慈善信托备案资金 600
万元用于“善居工程”，帮助210户困难家
庭完成居家条件的优化改善，相关工作
经验在全省“弱有众扶”推进会上作发言
交流。

为让各方力量“同频共振”，确保救
助精准兜底，绍兴还依托社会救助联席
会议定期制定政策清单、力量清单、服
务清单。今年，嵊州市就通过财政补
贴、慈善机构募集的形式成立了医保暖
心无忧基金，有效将困难群众医疗费用
的自负比例控制在医疗费用的 10%以
内，进一步健全了因病致贫返贫防范长
效机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不断扩

大救助范围、提升救助标准的基础上，绍
兴还严格落实就业成本扣减和渐退期政
策，鼓励困难群众依靠劳动和发展自身
能力，确保困难家庭稳定增收后再退出
救助帮扶范围。

如柯桥区就探索建立了社会救助
承诺激励机制，通过正向激励、联合惩
戒的办法，提高社会救助家庭如实申报
收入状况、财产状况等积极性。截至目
前，该区 827 户申请社会救助对象全部
签署诚信承诺书，并已兑现守信激励
101 例。

“我十年前就因为胰腺癌无法劳动
了，女儿还在读书，所以申请了低保，现在
女儿工作了就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了⋯⋯”
前不久，该区兰亭街道的何大伯主动递交
申报表退出低保对象。而根据社会救助
承诺激励机制，何大伯在看病、用水等方
面还能享受政策补贴。

织密弱有众扶“大网格”

“陈奶奶偏瘫多年，目前左肩半脱
位，最好给她准备个肩托，并加强肩部活
动⋯⋯”近日，一场远程康复指导在绍兴
市福利院举行，00 后工作人员王诗雨时
不时与绍兴当地医院的专家互动，并快
速把专家建议记在本子上。虽然入职不
到一年，但王诗雨已经拥有康复治疗师、
养老能力评估师等职业技能证书。

王诗雨的快速成长，是绍兴着力引
进、培育养老服务人才的一个缩影。据
统计，目前绍兴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
养老护理员数已超过 23.5 人，高级养老
护理员占比更是位居全省首位。今年
以来，绍兴已有 1 人获评全国养老服务
先进个人、1 人获评浙江省十佳养老护
理员、9 人获评浙江省优秀养老护理员。

在强化人才保障的同时，绍兴也着
力 通 过 数 字 化 改 革 提 升 养 老 服 务 质
效。今年以来，绍兴不断深化推进老年

人“精准画像”省级试点建设，同时为
130 个村（社）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配
置了智能终端、新增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1005 张。

绍兴市还鼓励区、县（市）结合实际
探索智慧养老。如作为我省首批“未来
社区”示范点的柯桥区大渡社区以线上
点单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着力发
挥“远亲不如近邻”优势。截至目前，社
区已通过数字平台组织线下活动 40 余
场，解决老人生活问题 200 余件，实现
急事有人帮、难事有人管的养老服务新
常态。

“护理养·共同享”养老共富平台是
嵊州市民政局 2023 年重点民生实事工
程，通过线下职业技能培训与线上家庭
护理课堂有机结合的方式，提升养老护
理员专业服务能力。同时，养老护理员
通过该数字化平台，可为老年人提供便

捷的上门服务，实现“家门口就业”“家
门口养老”。

在建设“弱有众扶”服务体系时，绍
兴也对关键指标进行了智慧监测。比
如，将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功能“嵌入”救
助业务事前预判、事中审核、事后监管
全流程，核对数据也增至 15 个部门 29
类。对低收入人口数据库迭代优化，按
照家庭六大维度、抗风险能力三个等
级，实施分层分类、动态监测、异常预
警。

多措并举下，绍兴“老有康养”“弱
有众扶”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稳稳托住
绍兴百姓幸福生活。“我们将进一步突
出重点、谋划亮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上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绍兴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说。

“数智+人才”提升服务质效“数智+人才”提升服务质效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广大群众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广大群众幸福不幸福。。今年今年，，我省吹响公共服务我省吹响公共服务““七优享七优享””工程建设号角工程建设号角，，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着力推进公共服务

普惠均等可及普惠均等可及，“，“老有康养老有康养”“”“弱有众扶弱有众扶””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绍兴市民政局秉持绍兴市民政局秉持““胆剑精神胆剑精神”，”，立足职能使命立足职能使命，，广泛联合社会力量广泛联合社会力量，，积极构建服务体系积极构建服务体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题，，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样板经验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样板经验，，在绍兴在绍兴““五创图强五创图强、、四进争先四进争先””的新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新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版图片由绍兴市民政局提供本版图片由绍兴市民政局提供））

诸暨市赵家镇潘村爱心食堂

越城区养老服务“爱心卡”启动仪式

新昌县长者中心揭牌

幸福绍兴幸福绍兴 谢国民谢国民 摄摄

示范引领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示范引领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柯桥区钱清街道乐龄中心柯桥区钱清街道乐龄中心

2023年12月25日 星期一

版式：张飞娥16 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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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区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