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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当时间成为可交换、可通
兑的货币之一，会发生什么？

年轻时存时间，到了老年
可享受服务，这项被称为“时间
银行”的社会互助养老方式近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推广开来。

破解养老服务主体不足破解养老服务主体不足

家在南京市栖霞区的耿奶
奶年近 90岁了，由于腿脚不
便，以前她平时很少出门，在家
总是用看电视打发时间，遇到
问题也经常手足无措。如今，
耿奶奶的生活和以前大不一
样，当需要有人陪伴、帮忙的时
候，通过手机“一键下单”，志愿
者就能立刻上门。

耿奶奶生活的变化得益于
“时间银行”，探究起这项政策产
生的初衷，还要从一组数据说起。

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了解
到，作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
龄化的城市之一，2019年南京
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47万
人，占户籍人口的21%；65岁以
上老年人100万人，占户籍人口
的15%；同时，老年人口数量还
在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

当老龄化社会来临，尤其
是在“421”家庭越来越多的背
景下，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
成为现实难题。

打造“最向往养老之城”是
南京市发展养老服务的初衷和
目标。2018年，南京市鼓楼区
试水“时间银行”，鼓励志愿者
通过为老人提供服务来储蓄服
务时间，以此在未来兑换他人
服务，实现互助养老。

2019年，《南京市养老服
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
出台，其中要求各区进行“时间
银行”试点，以空巢独居老年人
和存有时间的60周岁以上老
年人为服务对象，从“助餐、助
医、助浴、助洁、助急”等老人急
需的服务项目做起，于2020年
9月实现全市“通存通兑”。

据介绍，试点一年下来，南
京市“时间银行”已注册1109
个运营服务点，申请注册志愿
者24535人，志愿者累计存储
时间达14076小时。

不仅如此，在南京市民政
部门和市卫健部门的指导下，
79支医疗团队的工作人员加
入“时间银行”成为专业志愿服
务队，为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
及孤寡老人提供照护。在此基
础上，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专业
机构、高校也加入到了这项工
作中来，为志愿者提供专业的
医疗培训。

““组合拳组合拳””实现实现““通存通兑通存通兑””

“时间银行”理念起源于国
外，于二十世纪末传入我国，后
来这种模式被南宁、重庆、成都
等城市推广，不过都是以社区
为基本单位和服务范围。由于
其兑换半径有限，因此在运行
过程中并不理想。

此次南京的举措之所以受
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是
全国首个实现“时间银行”在市
级层面运行的城市。

事实上，要想实现“通存通
兑”绝非易事，南京是怎么做到的？

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为了给
全市“通存通兑”打下坚实基础，
在政策支持体系方面，南京市民
政局牵头相关部门制定了全市
统一的时间银行运行标准规范；
在运行体系方面，构建了市区街
社四级时间银行管理体系。

在信息系统方面，“我的南
京”APP中专门设立了功能模
块，开发了全市统一的养老服
务时间银行信息系统。

在经费保障机制方面，市
政府在市慈善总会设立时间银
行专项资金，用于为重点空巢
独居老年人发放服务时间，并
对因户籍迁离南京市的志愿者
给予补助。

有评论称，“时间银行”为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南

京探索”，也为志愿服务向基层
治理延伸开拓了空间。

专家专家：“：“时间银行时间银行””是发展是发展
互助养老的重要方式互助养老的重要方式

值得留意的是，目前仍在
持续探索中的“时间银行”模式
面临着一些质疑：额度支取时间
这么长能否如约兑换？搬家后
志愿者的“服务值”能不能异地
提取？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也影
响着新模式能否真正落地。

对此，南京市副市长霍
慧萍表示，要着力加快体系建
设，落实场地、人员、制度；要着
力加快平台升级，逐步解决注册
志愿者审核、志愿者信息不通、
志愿服务对接不畅等问题；要着
力开拓服务内容，全面丰富“时
间银行”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
式；要着力做好跟踪服务，在“时
间银行”闭环运行服务、服务点
人员和志愿者培训以及防范风
险上下功夫，切实做好“点对点、
面对面、实打实”的服务。

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理事、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教授吴亦明看来，南京的

“时间银行”不仅是对养老服
务、养老事业本身的促进，更是
社会治理上的创新。

“这是政府治理、社会调
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理念在
养老服务领域的具体应用，是
发展互助养老的重要方式，值
得关注。”吴亦明说。（图片由南

京市民政局提供）

南京打造南京打造““最向往养老之城最向往养老之城””

南京市“时间银行”服务点照片。

南京市康悦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志愿者热心为老人助购。 南京市栖霞区嘉岳志愿者

送老人去医院就诊。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
到，《北京市困境家庭服务对象
入住养老机构补助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近日出
台，新《实施办法》将于2021年
1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2016年，北京市
曾出台《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
住社会福利机构补助实施办
法》，相较于四年前的方案，补
助对象有何变化？补助金是否
有提高？如何申请入住？

首先，此次修订的《实施办
法》对入住养老机构可享受补
贴的覆盖面有所扩展。主要分

五类：城乡特困中的老年人、重
度残疾人；低保家庭中的失能、
失智老年人或高龄老年人、重
度残疾人；低收入家庭中的失
能、失智老年人或高龄老年人、
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中的失能、失智老年人或年
满70周岁的老年人（含其重残
的独生子女）；未享受城乡特困
供养、低保、低收入待遇家庭中
的重度残疾人。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称，新《实施办法》
主要变化在于首次将城乡特困
中的老年人、重度残疾人纳入
补助对象，为他们能够享受到
集中专业照护服务提供保障。

“原政策中，低保低收入家
庭中的重残人员必须进行能力
评估方可享受补助政策，调整
后重度残疾人无须进行能力评
估即可申请补助政策。”上述负
责人表示。

其次，新《实施办法》还对困
境老人的补助金额有所调整。

新《实施办法》规定，城乡
特困服务对象，在给予城乡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经费基础上，
按照每人每月2000元予以补
助；低保家庭服务对象，按照每
人每月3600元予以补助；低收
入家庭服务对象，按照每人每
月2800元予以补助；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服务对象，按照每人

每月2800元予以补助。
此外，其他重度残疾人，按

照每人每月1200元予以补助；
其他重度残疾人与其失能、失
智、高龄或重度残疾的父母共同
入住养老机构的，每名服务对象
均按照其他重度残疾人服务对
象补助标准上浮30%执行，即每
人每月1560元予以补助。

值得注意的是，困境家庭服
务对象享受入住养老机构补助
资金的，不再享受失能老年人护
理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根据新《实施办法》，为困
境家庭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机
构，应为养老服务质量等级评
定二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

服务对象可根据自身身体状
况、经济状况及居住状况，在全
市范围内选择符合条件的养老
机构入住，且优先入住符合条
件的公办养老机构。

新《实施办法》规定，困境家庭
服务对象申请入住补贴，采取“系
统受理、网上审批”的方式办理。

“与原政策相比，主要变化
在于，为减少服务对象申请入
住的时间成本及繁琐程序，转
变传统思维模式，改由服务对
象选择入住的养老机构作为申
请人，登录福利平台进行申请，
由福利平台通过网上数据共享
方式进行数据校验审核。”北京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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