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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襄阳市襄
城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党建引领为老服务为切
入点，全面实施基层党建“强基
赋能”工程，聚焦辖区老年群体
实际需求，在建设为老服务阵
地、增强为老服务力量、丰富为
老服务内容上下真功、出实招，
推动为老服务由点及面、从有
到优，把服务做进老年人的心
坎里。

夯实服务阵地

高标准建设区级养老服务

设施。为解决辖区老年人口
多、养老服务落后、综合服务
阵地不足、没有固定活动场所
等问题，襄城区采取“政府主
导、国企参与、公建民营、社
区共建”的模式，建设了襄阳
古城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前
期发挥社区工作者和“双报
到”党员力量，对周边四个社
区的 1700 名老人逐一走访，
详细摸清辖区老人需求，同时
积极争取到原市委党校学员
公寓闲置资源，建成总面积
1.6 万余平方米的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包括公共养老、机构
养老两大区域，辐射周边民主

路社区、红花园社区、西街社
区等老年居民。

实施街乡养老服务设施
提升工程。为提升辖区整体
养老服务水平，襄城区以改
扩建为主、新建为辅，在古
城、檀溪、余家湖、隆中、真武
山、卧龙等街道（乡镇）建设
了 12个具备全托、日托、上门
服务、运营家庭照护床位等服
务功能的为老服务中心，基本
实现街道（乡镇）为老服务阵
地全覆盖。

推动社区阵地资源共享。
推进社区党群服务阵地与养
老服务阵地资源融合共享，在

有条件的社区拿出功能室和
功能区，配备护理床、助步器、
轮椅等设施，重点面向社区
60 岁以上高龄老人、空巢老
人、残疾老人、低保或低收入
老人开展服务，打造“白天入
托接受照顾参与活动、晚上
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东方
小区是滨湖社区内的一个老
旧小区，60 岁以上老年人较
多。社区将小区内党群服务
中心的闲置房间低价出租给

“乐居·康养”养老服务公司，
将其打造成智慧养老社区一
站式服务平台和休闲中心，
提供图书阅览、棋牌休闲等设
施，同时面向社区老人提供低
于市场价的智能养老设施、适
老厨房、卫生间改造方案等，
通过这种“社区出地、第三方
出力”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定制化服务，提升
了小区适老改造工作质效。

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2021 年以来，襄城区共完成
607户特殊困难及低收入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023年，
以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
服务提升行动为契机，探索建
立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
专业化照护服务体系，免费为
辖区经济困难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900
张，为1900名老人提供免费居
家上门服务，使老年人居家便
可获得持续、稳定、专业的养
老服务，提升了居家社区养老
品质。

充实服务力量

先锋队伍赋能。襄城区依

托“社区党委—网格（小区）党
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
户”四级组织体系，对辖区失
能、独居、空巢、家庭困难老年
人进行摸排并建立信息库，组
织社区工作者、“双报到”党员、
社区志愿者与他们结对子，常
态化上门走访，提供多元化、精
细化服务，采用陪伴、代办等方
式对老年人进行心理关怀、精
神慰藉。老党员吴先生住在檀
溪社区的福利机件厂小区，由
于身体硬朗，60岁的他刚退休
后又迅速“上岗”，成为社区志
愿者队伍中的一员，每天参与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经常上门
看望空巢、孤寡老年人，及时解
决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难题。“我
以前从事过社区教育工作，现
在做志愿服务也得心应手。”吴
先生说。吴先生所居住的单元
内有一户高龄老人，老两口都
是八十多岁，子女常年在外打
工，很难回家一趟，加之年岁已
高行动不便，吴先生便主动与
这户老人结对子，经常到其家
中探望聊天，帮助老人采购、打
扫。结对式养老帮扶能够有效
发挥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
力量，破解高龄、空巢、独居等
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长期照护
难题。

共建队伍赋能。在区域化
党建共建格局下，依托“街道党
工委兼职委员制度”和“社区党
委兼职委员制度”，充分整合
驻区单位、商户、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方面
的人员和资源，投入到为老服
务中去。“和事佬”协会是中山
巷社区自己孵化的社会组织，
协会成员有 200 余名，有较为
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和活动
阵地，协会将每周五作为“议
事日”。一次，中山巷社区有
两户居民因楼顶安装防水起
了争执，由于两家本就积怨多
年，社区多次协调都没效果。

“和事佬”协会中的李先生是
其中一户居民的亲戚，他主动
出面协调，经过“和事佬”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地劝导，两户居
民终于冰释前嫌，楼顶也顺利
安装了防水。一些看似无解的
邻里难题，是老同志们发挥余
热的阵地，中山巷社区 600 多
位“和事佬”先后调处各类纠纷
1000多件，在基层治理中亮出
绚丽的“夕阳红”。

“小哥”队伍增效。襄城区
充分发挥新业态新就业群体走
街串巷、熟悉社情、贴近居民的
优势，引导他们面向服务区域
的老年群体开展敲门、串门、启
门、守门“四门行动”，增强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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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引领以党建引领
提升为老服务品质提升为老服务品质

■李 德

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
制。” 近年来，湖北省襄城市襄城区强化党建引领，聚焦
辖区群众关心的养老问题，积极整合为老服务资源，通
过加强阵地建设、培育服务力量、丰富服务内容，不断提
升为老服务品质，实现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
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有效增强了党组织在老年人中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切实以党建引领托起老年人“稳稳
的幸福”。

加强阵地建设，完善为老服务设施。为了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襄城区
大力推动养老服务发展，多措并举不断完善为老服务硬
件设施，不断加强为老服务阵地建设。襄城区运用“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国企参与、公建民营、社区共建”的模
式，充分整合辖区资源，不断健全为老服务体系。例如，
高标准建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推动襄阳古城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建设；全面实施城乡养老服务设施提升工程、
推进社区党群服务阵地与养老服务阵地资源融合共享、
积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等，有效夯实了为老服务阵地。

严密组织体系，充实为老服务力量。高品质养老离
不开高素质、专业化为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襄城区通
过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的四级党组织体系，筑牢为民服务的战斗
堡垒，推动党建与为老服务深度融合，通过整合辖区党
建资源，积极发挥各领域党员在为老服务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例如，为了破解辖区高龄、空巢、独居等老年
人的生活照料和长期照护难题，有效发挥驻区单位、商
户、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力量以及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等方面的人员和资源，积极投入到为老服
务中去。

坚持需求导向，优化为老服务内容。襄城区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不断
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为老年人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服务，有效解决老年人看病就医、吃饭、休闲、
精神慰藉等急难愁盼的问题。例如，推动医养结合，坚
持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统筹布局，在区级养老机构
建设护理院、康复医院等，解决老年人就医难等突出问
题。通过整合资源，共建幸福食堂，解决老年人就餐难
问题。通过建设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课
程，解决老年人就学难、日间照料和精神慰藉等问题。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变以往“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解决老年人救助难等现实问题。（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老年居民在社区艾灸堂体验艾草熏蒸养生服务。

中山巷社区的快递员小姚是“小
哥”志愿服务队的主力军，在这
之前，小姚并不了解志愿服务，
也从没有加入志愿服务队的想
法。去年盛夏，小姚在一阵高强
度的工作之后，突然中暑晕倒在
快递站，路过的几位老人和社
区网格员发现小姚后，便立即
将他背到就近的红色驿站，给
他吃药消暑。那天后，小姚主
动找到社区，申请加入社区志
愿服务队，还将他的菜鸟驿站
提供给社区使用，并号召附近
的快递、外卖小哥共同参与志
愿服务。“感谢这几位老人对我
的关怀，让我感到很温暖很感
动，我也想为社区为他们做点
事。”小姚说。

拓展服务功能

医养结合，解决就医难。去
年重阳节之际，襄阳古城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内人声鼎沸，来自襄
阳市各大医院的专家济济一堂，
为广大老年居民带来了一场专
业而生动的健康讲座，皮肤科、
口腔科、康复科、中医、呼吸内
科等热门科室的专家还给老年
居民提供了健康检查、现场诊
断和用药指导等服务。“我们年
纪大了，偶尔有个小毛小病，去
医院也不方便，义诊活动把医疗
资源送到了‘家门口’，真是暖到
了我们的心坎上！”民主路社区
的一位老年居民开心地说。襄
城区坚持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
机构统筹布局，按照“方便就近、
互利互惠”原则，依据养老机构
层次配套医疗服务功能，区级养
老机构建设护理院、康复医院
等，街道（乡镇）为老服务中心内
设卫生室、医务室、护理站等，与
周边医疗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引
导全区3.5万余名患有慢性病的
老年人签约家庭医生，建立健康
档案。

幸福食堂，解决就餐难。“我
们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自从
有了幸福食堂，我们每天吃饭就
不用再自己做了，在‘家门口’就
能吃到热乎饭菜。”尹集乡木桥
村的幸福食堂每天都会为老年村
民提供各式菜肴，解决了村里老
人的就餐难题。木桥村的幸福食
堂与村民的助力密不可分，在得
知要建幸福食堂后，村民们主动
将闲置房屋半价出租给村集体，
有手艺的村民主动帮忙翻新、装
修。食堂开放后，村民们还主动
送来自家种的蔬菜。如今，留守
儿童和 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
费就餐，60—80岁的老人半价收
费，60岁以下全额就餐，同时承
接周边工地和项目务工人员的就
餐业务，盈利用于维持食堂日常

开销。襄城区坚持“街道统筹、
社区参与、市场运作、兼顾公益”
的原则，共建幸福食堂。街道整
合资源，社区提供场地，第三方
建设运营，探索推行“居民出一
点、企业让一点、街道补一点、社
区帮一点、社会捐一点”的老年
助餐模式，确保助餐服务的可持
续性。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幸
福食堂46处。

老年学校，解决就学难。襄
城区创新“进一扇门、享全服务”
理念，高效运营区级老年大学，
建成街道（乡镇）老年大学9所、
社区（村）老年大学教学点 17
个，全区 1.5 万余名老年人实现
在“家门口”上学的愿望，区、街
道（乡镇）、社区（村）三级老年教
育网络初步形成。滨湖社区地
处襄城区中心地段，辖区 60 岁
以上老年人有 1581 人，为满足
辖区老人精神文化需求，社区成
立老年大学，按照有偿自愿的方
式，收取一定数额学费用于日常
开支。在场地问题上，社区积极
与辖区阳光艺术城培训学校对
接，学校在空闲时间将580平方
米场地无偿提供给社区开办老
年大学，一方面解决了老年大学
的场地问题，另一方面提高了学
校的知名度美誉度，实现社区和
学校的互利共赢；在师资力量
上，社区举办“魅力滨湖达人秀”
打造人才库，选拔 26 名老年大
学教师，依托市老年大学优秀师
资力量，设置教学地点，开设戏
曲、乐器、智能手机应用、广场
舞、模特、书法、绘画等 10 余门
课程，让老年居民在社区内接受
一流师资教学。同时，老年大学
还以“时间存折”为载体，开展银
龄互助志愿服务，组织低龄老人
向高龄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

目前通过老年大学这一平台拓
展了 16 支社团组织，自愿为高
龄老人提供服务。

政策找人，解决救助难。通
过“襄阳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系统”和“湖北救助通”微信小
程序，襄城区采取线上“大数
据”、线下“铁脚板”，推动困难老
年人社会救助由“人找政策、单
向求助”向“政策找人、综合施
救”转变，提高了社会救助政策
的可及性和覆盖面。通过实施

“党建引领老年人关爱工程”，襄
城区的城区、街区、社区、小区

“四区联动”养老服务格局初步
形成。下一步，襄城区将持续聚
焦老年群体所想所需，整合服务
资源、创新服务举措、丰富服务
内容，补短板、扬优势、创品牌，
用实际行动托起老年人“稳稳的
幸福”。（图片由襄阳市襄城区委
组织部提供）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老年居民在社区幸福食堂就餐。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社区志愿者深入小区为老年居民提供免费
理发服务。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老年艺术团体在为老服务中心舞蹈室进行
舞蹈排练。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老年居民在老年大学学习智能手机应用课程。

■记者 杜英姿 郭文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