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养老服务，惠民生，暖民心。近年来，四

川省射洪市健全服务体系，兜牢、兜住、兜准农村

老年群体基本生活，提高了农村养老服务的可及

性。截至目前，全市 21 个乡镇、282 个行政村，60
岁以上的 19.27 万人基本实现老有所养。其中，

1600 多个需要社会救助的农村老人住进了养老

院，2 万多名农村留守老人得到关怀和照顾，为破

解农村地区“养老难”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

广覆盖保基本，织密农
村养老保障网

射洪市瞿河镇鲜家沟村农村养老“爱心公

社”，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院子整洁干净，空地上

种着菜栽着花。一阵乐声响起，在社工陪伴下，73
岁的赵发先老人加入“坝坝舞”队伍中，虽然举手

抬腿稍显缓慢，但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赵发先安心的养老生活，是射洪乡村干部

“敲门行动”敲出来的。“敲门行动”，就是要让那

些留守、独居、空巢的农村老人，老年生活有人

照应。

“赵老的老伴早年去世，儿子在外打工，家

里没人照顾。老人身体不好，行走不便，村干部

几次到赵老家‘敲门’，动员他就近到‘爱心公

社’养老。”射洪市惠民帮扶中心主任廖小军说。

同赵老不同，陈永同是被“巡”出来的农村

养老服务对象。射洪农村常年活跃着一支“巡

检督查”队伍，巡的是农村特困老人、困难户，查

的是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

陈 永 同 家 住 阳 溪 镇 天 河 村 。 老 人 行 动 不

便，家中无人照料。在“巡检督查”中，射洪市民

政局局长王灿和工作人员一起，把老人接到了

就近的射洪福利院金家分院。护工的精心照

料，让老人的身体一天天硬朗起来，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多了。

“60 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居家养老的占绝大

多数，在立足广覆盖基础上，我们把养老服务重

点放在失能、半失能和特困户群体上。”射洪市

委书记谭晓政说。

抓重点、全覆盖。2021 年，射洪开展农村敬

老院改革，探索建立农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设

立 3 个市级失能、半失能特困集中照护机构、8 个

镇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多个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康养中心等。以社会化运

营为主体、多元化普惠型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为

载体，市、镇、村三级农村养老体系形成了一张

网，不漏一人一户，兜牢了乡村养老底线。

“农村养老服务可及性在于养老照料可及、

便捷。夯实农村养老服务可及性基础，在于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杜志雄说。

目前，射洪市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养

老服务模式，提升了农村养老照护质量。

分类施策，提升农村老
人获得感幸福感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农村

养老有不同类型，在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并巩

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的同时，需要分类施策。

农村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养老，必须采取

兜底措施。

射洪福利院金家分院，是射洪市直管的集

中供养失能半失能特困老人的社会福利院。走

进福利院厨房，只见食品留样柜、晨检记录表、

物品消毒登记本等一应俱全。

福利院食堂里的饭桌设计很用心：圆弧形

的桌角，为了避免老人撞伤；四边内凹，老人可

以借力起身。桌边的半圆形孔吸引了记者注

意，“福利院里失能半失能老人多，我们特意设

计了这个专门用来放拐杖的孔。饭堂椅子不

多，因为不少老人都坐轮椅。”福利院护理主管

邓英介绍。

手工坊里，桌上堆满毛绒花盆，架上摆着纸

质折扇，墙上贴着老人们获得的奖状……工娱

屋里，各类手工制品排列整齐，都是老人们自己

做的。“卖了花，在养老院还能挣钱！”陈永同说，

第一次拿到收入时，他买了许多零食，和福利院

里的老人、护工一起分享。

“一开始，是护工在网上学了做布花、纸花、

塑料花、干花，然后教给大家。后来福利院打通

了销售渠道，现在老人们只要肯做，每月都有钱

挣。”在邓英看来，有的老人即使行动不便，但掌

握了一技之长，也愿意用双手干活儿。

金家分院共有 6名护士，负责 102名老人的医

疗护理。从护士站门口写满注意事项的白板，到盒

中有序摆放的小瓶分装药品，医养结合守护着老人

们的健康。“除饮食、用药指导外，我们还帮助老人

针灸、理疗。”福利院医疗部门负责人毛文君说。

农村特困老人集中供养，关键是能集中、供

得上、养得好。

沱牌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里，74 岁的杨

国明正在清扫院子。“顿顿有肉吃，日子好过。”

提起在养老服务中心的生活，老人很满意。

眼下，养老服务中心里有 50 多位老人，早

上一起跳“坝坝舞”，闲暇开展适宜老年人的运

动会，每月给大家过一次集体生日……院内亲

情墙上的老人笑脸照，拼成爱心形状。杨国明

说：“那是养老墙，也是爱心墙。这里，有家庭

般的温暖。”

“全市过去有 30 个乡镇敬老院，通过优化调

整，我们把硬件设施较好、地理位置集中、管护

水平较高的 8 家敬老院打造成区域性养老服务

中心，原集中供养的自理老人分片区入住。管

理人员统一招聘、统一培训、统一薪酬、统一管

理 。 服 务 跟 上 来 ，养 老 的 吸 引 力 自 然 就 提 高

了。现在，射洪区域性养老中心的入住率从 30%
上升到 90%。”廖小军说。

原本的生活习惯，让不少农村老人散居山

村养老。解决这些老人的养老问题，射洪又有

啥招？

“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我们将养老服务送到

家门口。”王灿说。射洪整合已建成的农村幸福

院、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居家养老设

施，合理布局 101 个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力

争多为留守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家 庭 养 老 在 我 国 农 村 仍 居 基 础 地 位 ，保

证居家养老质量的基础上推进特殊群体养老

服务分类施策，是提高农村养老服务可及性的

关键。”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

文成说。

分类施策，久久为功。增设照护中心、增添

适老设施，射洪市农村养老统筹收养失能、半失

能特困人员养老服务，失能老人重在看护、失智

老人全程陪护、留守老人悉心照料……截至目

前，射洪农村失能半失能特困老人集中供养率

由原来的 60%提高到 95%。

因人施策，提升农村养
老差异化服务

每个农村老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农村

养老如何针对不同养老对象因人施策？

走进射洪市康寿颐养服务中心，理疗室里，5
个床位一字排开，老人有的躺在床上，进行针灸

治疗；有的扶着栏杆缓慢行走，锻炼腿部力量。

“我们的独立医疗区，由射洪市人民医院、射洪市

平安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负责，为老人提

供医疗服务。”服务中心主任林春华介绍。

养老台账制度走进了养老院，因人施策有

了准确依据。

眼前是厚厚一摞台账，每一个老人的身体

状况、家庭背景、爱好习惯、养老医疗措施、食膳

菜谱供应、跟踪养护人员、医卫人员服务，条条

记录，明明白白。

“台账是我们提高养老服务的根据，老人身

体变化情况台账会随时更新，因人而异，因人施

策。”林春华说，“中心设置了自理区、半护理区、

全护理区和失智区，划分 5 个护理等级，按照老

人情况制订个人护理计划。”

在 金 家 分 院 ，哪 些 老 人 患 有 高 血 压、糖 尿

病，哪些存在噎食可能，毛文君都记在心里。“我

们这儿全失能老人有 28 个，半失能老人 74 个。

我们不仅有纸质版台账，还有数字化台账，在云

端处理养老服务所有事项。”毛文君说。

与自理老人不同，失能、半失能老人大多行

动困难，有的甚至长期卧床，需要专人照管。金

家分院 21 个护工担起了重任，定期擦浴、协助翻

身，饮食护理、加强锻炼，尽力让老人过得舒适。

“一村一专干”，为增强农村养老服务个性

化提供了支撑。

2022 年，射洪市民政局投入 200 万元，打造

“一村一专干”农村养老照护模式。每个村确定

一名养老照护专干，负责留守老人的寻访、关爱

与帮助。

沿着曲曲弯弯的乡村小路，转过一片蜜柚

林，我们跟着瞿河镇南泉村养老专干罗林霞来

到百岁老人邓云贤的家。

每天一大早，邓老出门遛弯就直奔村委会里

找小罗。小罗是老人家的“亲人”，每周至少上门

两回，帮助老人家打扫卫生、整理东西、修剪指甲。

“有些求助，老人可能对邻居说不出口。我

们不一样，隔三岔五登门，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

帮助解决。”罗林霞说，为让老人更安心，她还和

老人子女建立联系，通过手机视频通话，让老人

获得远方的亲情慰藉。

在邓云贤老人胸前，挂着一部手机，简单 3
个键，能让他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找得到人。廖

小 军 说 ，“ 农 村 养 老 正 在 跟 上 数 字 化 步 伐 ，仅

2023 年射洪就给农村留守老人发放了 1000 台卡

片手机，每年给每部手机充值 216 元，让留守老

人放心使用。”

射洪市市长王能表示，“因人施策，是衡量

农村养老服务可及性的重要尺度，今后还要在

提升农村养老个性化服务质量方面多下功夫。”

强机制增活力，推进农
村养老提质增效

让农村养老事业可持续，钱从哪里来？人

才从哪里来？养老机构和平台如何搭建？养老

事业和养老产业如何协同？

射洪进行实践探索。围绕完善基本养老服

务、发展普惠养老服务、因地制宜促进养老产业

发展目标，引导经营主体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激发市场化潜力，为群众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可

负担、质量有保障的养老服务。

公办养老，增加财政投入。

“从 2021 年射洪开展农村养老改革以来，全

市累计投入 6500 多万元，重组和改建了 3 个市

级失能半失能特困集中照护机构、8 个镇级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夯

实了基础。”王灿说。

射洪地方经济基础较好，自有财力有保证，

再统筹中央和省级的农村养老保障资金，为农村

养老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按照现有农村养

老保障制度，公办养老机构每吸纳一个老人养

老，政府每月综合补贴 700 元左右，通过新农合每

年补贴 150 元给所有老人购买农村医疗保险，医

疗费用按照新农合相关规定报销。全失能、半失

能老人按照每月每人 1800 元和 1500 元补贴，老

人在公办养老机构可以安心养老。

在天仙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里，老人们

有活儿干。“老人虽然年纪大了，但乐意行动起

来，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参与服务中心各项工

作。”中心负责人何周满介绍，“别的不说，仅养

家畜这一项，一年就能节约公办养老支出六七

万块钱。”原来，不同于其他养老院直接从市场

采购食材，天仙养老服务中心是买来半大家畜，

由集中供养的老人负责喂养，这让有劳动能力

的老人一下子找到了实现价值的方式。

“强化和完善公办养老机制，通过激发养老

对象内生动力，实现了养老对象通过劳动补贴

养老。”王灿说。

引入市场活水，激活社会力量养老。

政府出场地，企业来运营。利用原有的养

老院，通过公办民营方式，让留守老人有个温暖

的家，“爱心公社”应运而生。

去年 3 月，鲜家沟村“爱心公社”开张。每月

吃饭 400 元、住宿费 500 元，加上六七百元护理

费，赵发先在外地打工的儿子算了笔账，连声

说：“划算！”如今，老人不仅每天有人陪护、一日

三餐有着落，还常参加手指操、“坝坝舞”等活

动，心情越来越舒畅。

市场化养老服务价格是否实惠？机构运营

是否可持续？

廖小军介绍，市场化养老服务机构每月需

要养老对象支出 1500 元左右，相关补贴标准和

医疗费用报销参照公办养老机构执行，农村家

庭可负担。与此同时，政府负责运营机构硬件

建设和设施设备添加，按照养老对象每人每月

80 元提供运营补贴，运营机构能够可持续发展。

为啥叫“爱心公社”？负责人杨溢娓娓道来：

“我们这有爱心养护院、爱心社工站、爱心小市

场、爱心小厨房、爱心诊疗室‘五心服务’。”老人

可以享受助餐服务，还能把自家种的蔬菜、养的

家禽、种的粮食拿到爱心小市场来卖，贴补家用。

翻 开 爱 心 小 市 场 的 交 易 明 细 账 ，南 瓜、冬

瓜、鸡蛋……一项项记得密密麻麻。“住在我们

这儿的老人多会选择兑换购物券，用来吃饭、理

发、洗澡。”工作人员杜艳介绍，老人们每天在小

院里锻炼半个小时以上，也能领券。现在，鲜家

沟村“爱心公社”已有 30 多位老人入住，还为周

边不少老人提供助餐服务。

适应农村养老群体变化，兜底线、保基本、促

发展，从依靠政府投入推进农村养老，到构建和

完善农村家庭养老、公办养老、多元化普惠型养

老等相结合的新模式，射洪正在推动农村养老转

型升级，推进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图①：文艺团到沱牌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慰问演出。 尹春红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射洪福利院金家分院，老人们和护

工一起做手工。 本报记者 游 仪摄

图③：鲜家沟村“爱心公社”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游 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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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位老年人老有所养，既是家事，也是国

事。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从统筹城乡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出发，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推

进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不断健全农村老人关爱服

务体系，努力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农村老人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应当看到的是，与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

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相比，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服

务设施供给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多元化、多

层次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还需要加快完善。令

人欣喜的是，围绕这个目标，不少地方都在开展

解决农村养老难题的实践探索。就如射洪：广覆

盖，把农村老人尽可能纳入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

系；细照顾，对农村老人分类施策、因人施养；建

机制，从保障投入、激发活力等方面入手推进农

村养老服务转型升级。

让农村老人享有更加幸福的晚年，从制度供

给角度看，要不断加大对农村养老事业的扶持力

度。资金支持上，要积极探索农村养老多元化投

入机制。制度建设上，要规范完善，确保养老服

务机构运营和管理可持续。政策激励上，要加大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养老服务业，形成公办和

公办民营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新模式。与此同时，

要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建立适合

当地的养老方式。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各地各部门要出

台实施更多惠民生、暖人心的政策举措，进一步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让农村老人共享发展成

果，有所养、有所医、有所安，同时也能有所乐、有

所学、有所为，托起幸福夕阳红。

让农村老人享有更加幸福的晚年
高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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