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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老龄化

超过全国水平

记者从潍坊市民政局了解
到，目前，潍坊市60岁以上老年
人150 . 3万，占人口总数的16 . 4%，
高出全国3 . 14个百分点，空巢老
人13万多人，失能失智老年人接
近2万，预计到2015年底，潍坊老
龄化率将达到22%以上，人口老
龄化形势日趋严峻。

潍坊市民政局局长吴海源
告诉记者，2011年下半年，潍坊市
民政局开展双百调研活动，工作
人员深入到下面县市区走村入
户进行调研，从调研情况看，老
年人的养护问题非常突出，在写
成的209份调研报告中，涉及养
老的有31份。在潍坊，老龄化进
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
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多种矛盾
相交织，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不
能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养
老需求，社会化养老模式要进行
转变。

“实现社会化养老事业的跨
越式发展，需要从工作理念上实
现四个转变。” 潍坊市民政局
局长吴海源说，一是养老服务主
体功能，由政府包办向政府创造
环境与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相统
筹转变。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政策扶持，
引导、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社会
主体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二是
养老体系建设内涵，由单一的机
构养老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与
机构养老相衔接转变。注重发挥
家庭和社区功能，重点发展居家
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区日间照
料服务，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
老均衡发展。三是养老服务内
容，由单纯的生活照料向生活照
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
健、精神慰藉、安全援助等系列
化服务转变。根据老年人的不同
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多样化
服务。四是养老服务对象，由传
统的城市“三无”和农村“五保”

向全体老年人转变。政府重点保
障“三无”、“五保”以及低收入的
高龄、独居、失能老年人服务需
求，同时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
开展面向全社会老年人的养老
服务。

鼓励社会力量

办养老机构

2012年，潍坊出台了鼓励社
会力量开办养老机构的相关政
策，例如用地优惠、建设有补助、
税费有优惠等，一些人看到了养
老服务的广阔市场，再加上政府
的各种优惠，开始投资办养老机
构，今年新增养老机构8家，增长
速度创造历史最高。

“现在投资主体呈现多元
化，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通
过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导鼓励社
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服务机构，
实现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
互动。”潍坊市民政局局长吴海
源说，养老事业大有可为，前景
无限。

记者了解到，目前潍坊登记
注册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已达48

家，正在筹建的近20家，过10亿元
的3家。其中政府划拨土地200亩、
扶持资金1050万元建设的华都颐
年园已成为潍坊社会办养老服
务机构的领航者。由昌乐县人民
政府与上海复旦复华商业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占地
1400亩，计划投资50亿的中国昌
乐寿阳山养老产业功能区已开
工建设。由潍坊峡山湖养生养老
基地有限公司为主开发的占地
3387亩，计划投资48亿的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峡山湖养生养老
示范基地已于5月份完成规划，
近期将开工建设。

四级养老服务机构

网络已建成

潍坊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
主任田照清表示，潍坊按照政府

主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
个人共同兴办的原则，大力推进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建起了
市、县、镇街、社区四级养老服务
机构网络。

记者了解到，在市级，投资
6500多万元，重点对市社会福利
院进行了改扩建，新建了建筑面
积19800平方米、床位500张的老
年福利中心，成为潍坊失能失智
老年人的专业养护中心和养老
服务机构的示范基地。2011年，潍
坊将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和镇级
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建设列入政
府为民办好的10件实事，在每个
县市区建设了 1处社会福利中
心，每个镇街依托敬老院建设了
1处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在保障
好城镇“三无”、农村“五保”老人
的基础上，重点收养低收入的高
龄、独居、失智失能老年人，同时
为居家和社区养老提供支持，实
现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在社
区，针对绝大多数老年人养老不
离家的意愿和现实选择，重点加
强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托
老站建设，就近就便为日间暂时
无人或者无力照护的老年人提
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和居家养
老服务，目前已在全市城乡社区
建设了358处托老场所和日间照
料中心。

另外，潍坊的社区依托自主
研发的社区信息化管理服务平
台，建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具备查询、统计、定位等
管理服务功能。同时，潍坊建立
了12343民生万事通为老服务系
统，打造了呼叫、网络、短信、平
面媒体、服务大厅五大平台，实
现了语音网、无线网、互联网、物
流网四网融合。整合1600多家服
务单位，24小时免费为老年人提
供信息咨询、服务代理、直流配
送、居家服务、紧急救援、信息发
布等全方位服务，被誉为没有围
墙的“养老院”。

据了解，12343民生万事通在
社区建立了90多处直流配送中
心，为居民提供物美价廉的生活
用品，老年人还享受更便宜的爱

心价。研制了老年人专用手机，
集一键通、广播、电话和照明等
功能于一体，实现了“一键按下，
服务到家”，成为深受老年人喜
爱的“好帮手”，目前潍坊已免费
发放5万多部。依托互联网在社
区建立了亲情视频室，为老年人
搭建起了与远方子女和亲属相
互沟通的桥梁。

六种社会养老模式

探索中

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单一的
养老模式已不能适应潍坊老年
人的养老需求，潍坊探索了6种
主要的社会养老模式，多样化的
运行模式得到老年人的认同。

记者了解到，这6种模式是
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合资合作、
连锁经营、购买服务、互助养老。

潍坊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
主任田照清表示，公建民营是鼓
励公办养老机构采取承包经营、
委托管理、服务外包等方式，选
定专业机构负责运营。目前，奎
文、滨海、高新区有5家机构采用
了这一模式。民办公助采用财政
拨款等形式，近三年，潍坊各级
财政和福彩公益金对各类民办
养老机构累计资助5600多万元。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服务
理念，潍坊的养老机构采取和外
国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经营，例
如潍坊鹤翔安养中心与日本明

寿会合作经营，潍坊老来福社会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与加拿大昂
卡家庭护理员培训学校合作办
学。另外，华都颐年园和隋和缘
养老院实现了连锁经营，华都颐
年园创新实施“候鸟式”养老，组
织老年人冬季到南方避寒，夏季
到北方避暑，现已发展了21个会
员单位，开辟了32条季节性旅游
养老路线。隋和缘老年服务中心
在城区和近郊村建立了三处养
老服务场所。”

另外，在购买服务模式中，
生活不能自理的60岁以上城镇

“三无”老人、低保或低保边缘家
庭老人，入住非营利性养老服务
机构的，每人每月补助500元，居
家养老的每人每月补助200元。
通过招投标，确定承办服务的社
会组织，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考核。互助养老模式则
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晚年幸福
生活，组织社区(村)的老年人开
展相互帮扶与慰藉，让老人空巢
而不孤独，目前潍坊已打造邻里
互助点605个。

据了解，从市级到县 (市、
区)、从乡镇(街道)到村、社区，无
论是公办，还是民营，在潍坊市，
每一处养老机构都呈现出综合
型、立体化架构特色。

“潍坊养老工作实现了机构
设施网络化、扶持政策系统化、
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手段信息
化、经营模式多样化。”吴海源如
此总结。

面对日益庞大的老龄群体和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潍
坊逐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
为补充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并大力扶持社会力量办养老机
构。据了解，到2015年，潍坊将初步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多层次、全
覆盖，让每个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当潍坊老龄化超过全国水平，

老有所依已经不是仅靠家庭或某个单位就能实现

社会化养老：命题解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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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丛书莹

工作人员热心为老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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