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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李智勇 许丹旸 周春媚

核心阅读

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湖北武汉武昌区实施了一
系列举措：对老年人家庭进
行适老化改造，安装智能设
备，并提供补贴，保障老人
居家养老；在社区建设老年
服务中心，提供助餐、助洁、
助医、远程照护等各类服
务，让老人实现就近养老；
通过无偿提供场地、加强资
金引导等方式，促进为老服
务企业发展，让老人享受到
更优质的服务。

沿着山路走进广东省惠东

县高潭镇禾润茶叶生态园，在

云雾缭绕的山麓下，一棵棵长

势喜人的茶树迎风摇摆，2000
多 亩 连 片 的 梯 田 式 茶 园 漫 山

遍野。

“这里原本只是一片废弃

的老茶场，当时觉得很可惜，就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乡亲们

种茶增收。”茶场负责人罗娘华

说，几年前他从外地返乡创业，

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就是急

需扩大茶叶产能的资金，以及

采 购 种 子 等 原 材 料 所 需 的 资

金，因此计划一直搁置。

“哪里能找到帮助茶园发

展的及时雨呢？”罗娘华和家乡

其他涉农企业经营者一样，有

着同样的疑问和期冀。

企业一筹莫展之时，工商银

行惠东支行上门，走访企业茶园

及加工车间，调研高潭野生山茶

的生产工艺、创新研发、带贫增

收、发展规划、市场销售等情况，

深入了解企业融资痛点难点。该

行随即以工行粤农E贷、E抵快贷

等优质普惠产品为抓手，根据企

业生产经营周期特点为其量身定

制融资方案，两周内陆续向企业

发放 E抵快贷 3笔，金额合计 590
万元，并已着手受理资料，为企业

申请粤农E贷250万元。

随着一笔笔融资资金的及

时到位，茶园绿了，企业活了。

当前在岭南，乡村振兴的

号角已经吹响。与此同时，广东全力实施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攻坚行动，为适应乡村

振兴的金融支持要求，广东银行业金融机

构加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

长胡贤文介绍，广东工行不断加大对乡村

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增强乡

村基础金融服务功能，在“强产业、补短

板、夯基础”上持续发力，为做好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广东工行对定

点帮扶村保持过渡期内金融帮扶政策与

支持力度总体稳定，并进一步强化产业帮

扶、就业帮扶等后续金融支持。

2021 年 6 月末，广东工行已与广东省

农业农村厅，以及近 60 个地市、县（区）农

业 农 村 局 签 订 了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合 作 协

议。同时该行启动“工银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产业联盟”行动，正积极组建“以下乡企

业 为 主 体 、社 会 各 方 广 泛 参

与”的乡村振兴产业联盟，各

施所长，形成合力，推动工商

资 本 和 产 品 下 乡 ，全 面 推 动

“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政

策落地。

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及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两条

主线，广东工行主动对接广东

省 1100 多家农业重点龙头企

业，紧扣“一县一园、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的产业体系，在工行

总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统一品

牌“工银兴农通”下，因地制宜

创新区域特色融资产品，持续

加大对乡企、农企、农户的信贷

支持。

2021 年 4 月，广东工行助

力 中 国 南 方 电 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发 行 首 笔 乡 村 振 兴 中 期 票

据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人 民 币 50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包括广东

在 内 的 南 方 五 省 区 农 村 电 网

基 础 设 施 提 档 升 级 。 广 东 工

行 通 过 创 新 金 融 手 段 拓 宽 了

乡村基础设施建融资渠道。

截至 2021 年 9 月初，广东

工行涉农贷款余额超 1000 亿

元，较年初净增 143 亿元，其中，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超 100 亿

元 ，普 惠 型 涉 农 贷 款 增 速 达

36.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乡村振兴，聚焦生态宜居

乡村建设是重点。广东工行聚

焦生态宜居，为乡村综合整治、

乡村电力基础设施等项目提供专业化金

融服务，尤其是在乡村供水、污水处理、环

境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方面重点发

力。近两年来，该行支持了揭阳惠来县、

茂名高州市、梅州丰顺县等地超 10 个污

水处理项目，合计审批金额约 15 亿元，上

述项目日污水处理量达到 32.65 万立方

米，超 200 万人口受益，有效改变了当地

生活污水治理能力相对不足的局面，改善

了乡镇农村居民生活环境。

另外，广东工行通过优化渠道布局，

在乡镇及城乡接合部布设了近 2000 台自

动取款机，智能柜员机投放超 2700 台，有

效保障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同时该行在

辖内 92 家县域支行 150 个网点投产专门

面向县域客户的手机银行“美好家园版”，

实现县域支行 100%全覆盖，以科技赋能

拓宽农村金融的服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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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围绕

提高为老服务质量和扩大养老覆盖面

积目标，采取“互联网+”方式，积极探

索居家与社区机构相结合，适老化改

造与人工智能相融合，加快各级养老

设施建设，提升老年居民生活幸福感。

开展居家适老改造
每户可享政府补贴

“去年老伴儿起身关窗户，突然跌

坐在地上起不来，可把我急坏了。”回

想起那段经历，家住武汉市武昌区杨

园街二桥社区的肖惠敏老人依然心有

余悸。“如今有了这个呼叫器，按一下

就可以和儿子通话，儿子不在，还有其

他人可以来帮忙，我就安心多了。”肖

惠敏说。

肖惠敏老人今年 85 岁，老伴董云

甫 94 岁。他们家里今年完成了适老化

改造，不仅床边和卫生间里都装了安全

扶手，客厅里还添了个摄像头。儿子不

仅随时都能看到家里老人的情况，还

能和老人通话。除此以外，卫生间装

有红外传感器，在设定时间内传感器

没有感应到有人出入的话，会立刻发

送报警信息到他们儿子的手机上。

武 昌 区 民 政 局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介

绍，区里对月收入 3200 元以下、80 岁

以上高龄老人家里，按照市里每户补

贴 3000 元、区里再补贴 1000 元的标准

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市里统一补贴的

资金主要用于安装扶手、防滑垫等基

础改造，区里单独补贴的资金则用于

安装视频设备、一键呼叫、门磁、智能

手表、红外传感器等智能设备，对老人

居家安防和生命体征进行检测和全天

候远程照护。

据介绍，当老人发生意外时，智能

设备将形成四级响应机制，分别是一

级 家 属 、二 级 服 务 企 业 、三 级 区 级 平

台、四级市级平台，环环相扣，保证最

短 时 间 内 有 人 应 急 响 应 。 利 用 互 联

网、物联网等科技手段，武昌区将专业

护理服务延伸至老人家中。今年，武

昌区已完成 240 户符合条件老人家庭

的免费适老化改造，该项工作还在持

续推进中。

打造老年服务中心
满足就近养老需求

“苏婆婆，今天身体还好吗？”一大

早，武昌区杨园街众成颐家颐养中心

总经理邵诗聪就照例来到 3 楼，和老人

打招呼。

“还好，就是有点腰疼。”白发苍苍

的苏晓玲老人答道。

“要不要去楼下做个理疗呀？”邵

诗聪拉起苏婆婆的手，贴心地问道。

“老毛病，不用了。”苏晓玲连忙

笑着摆摆手。

85 岁 的 苏 晓 玲 是 2019 年 众 成 颐

家 颐 养 中 心 开 业 后 第 一 个 入 住 的 老

人。老伴去世后，她一个人在家十分

孤独，两个女儿也不放心。前几年，苏

晓玲的老宅拆迁后，她就计划拿着这

笔钱养老。比较了多处养老机构后，

她选择了距离大女儿家很近的众成颐

家颐养中心。“刚来时心里也有点不适

应。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对我很

好，两个女儿也隔三差五来看我。现

在有人陪我聊天，不用自己做饭，生病

有人照顾，日子过得很舒心。”苏晓玲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众成颐家颐养中心并不是一家养

老院，而是社区老年服务中心。它有

40 多张床位，为有病后康复、高龄照护

等需要的老人提供服务，但更主要的

功能是为全街道所有有需要的老人提

供助餐、助洁、助医、远程照护等“三助

一护”服务。在中心里，舞蹈室、教室、

医务室、心理健康聊天室等一应俱全，

还开办了书法、剪纸、声乐、舞蹈、模特

等 21 个班，吸引了许多老年人参加。

除了杨园街，今年武昌区 141 个社

区中已有 126 个有了老年服务中心，除

待拆迁社区外已基本做到全覆盖。活

动中心绝大多数由专业企业进行社会

化运营。老年服务中心里，餐厅、活动

室、厨房等重点场所均安装了摄像头，

并与武昌区为老服务平台联网。武昌

区民政局有专门人员 24 小时后台监

控，以监督这些企业的疫情防控措施是

否到位，为老服务质量是否符合规范。

整个武汉市的智慧养老网络系统，纵向

贯通市、区、街道和社区养老服务数据，

横向链接区卫健局、大数据中心等部门

数据，可以通过视频实时监控养老服务

设施场所，一旦感应到烟雾和老旧电路

过载，就会发出提示警报。

“我们探索建立以街道、社区为半

径的为老服务圈，一社区一中心向外

辐射，既能满足大多数老人就近养老

的 需 求 ，又 能 为 他 们 的 子 女 分 忧 解

难。”武昌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

提供场地资金支持
助力企业运营发展

“快来排练！马上就得表演了，我

们得抓紧时间准备。”吕梅菊是杨园街

四美塘社区模特队的队长，挺拔的身

姿、苗条的身材让人很难相信她已过

了 60 岁。“这里本来是社区办公场所，

虽然有个活动室，但没有空调，夏天很

热。后来，社区把这里给养老中心使

用，各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装修得非

常温馨舒适，我们也更愿意到这里来

排练了。”吕梅菊说。

“真的非常感谢街道、社区对我们

的支持。整个中心 2500 平方米，都是

由社区无偿提供给我们使用的。除此

以外，政府还补贴了 100 万元，用于中

心的装修建设。运营过程中，水电费、

床位费、老人的餐费等，各方面都有补

贴。社区志愿者经常来这里开展义务

服务，辖区内的医院也为我们的老人

开辟了‘绿色通道’。”邵诗聪说。

许多经营者都认可，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深，养老产业在未来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为老服务

企业现阶段要获得可观的盈利还比较

困难，因此政府资金的引导、扶持十分

重要。武昌区不仅对为老服务企业提

供多种支持，而且为特殊困难老人优

先购买服务，包括对低保、低收入、重

点优抚、计生特扶等失能老人，发放养

老服务补贴，向 60 岁以上老人推行助

餐补贴，为 90 岁以上老人购买居家养

老上门服务等。所有补贴不直接发放

到个人，而是与企业进行结算。

家住四美塘社区的刘子玉老人，今

年 85 岁，儿子在外地，女儿又住得远。

老人平时独居，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

了解到刘子玉老人的困难后，社区养老

中心为老人提供了助餐服务。“我腿脚

不好，去社区幸福食堂还要过一条马

路，不太方便。现在他们每天都给我送

两顿饭，我吃得也放心。”老人笑着说。

武昌区为老服务平台已实现“三

助一护”有效派单 40 多万单。今年，武

昌区还投入 300 万元，为全区 28 万余

名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购买意外伤害

险，为养老服务设施场所购买场地意

外险，切实增强抗风险能力。

家庭做适老化改造，社区有助餐助洁助医服务，武汉武昌区——

就近可养老 晚年乐陶陶
本报记者 田豆豆 李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