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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关注

县县市市区区中中心心敬敬老老院院年年底底投投入入使使用用
2015年基层诊所将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开设家庭病房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史清洋 郭伟鹏) 8月26
日，在全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会议上，德州市正式出台《关于
加快社会养老服务建设意见》，确保
年底前所有福利中心全部开工建
设，中心敬老院全部投入使用。到
2015年，全市新增养老床位1 . 8万
张，鼓励和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转服务模式，主动为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开设家庭病床。

“今年全市6000张床位的建设

任务已下达到各县市区，这是最底
限，必须完成。”会议上，德州市副市
长董绍辉称，今年全市确定建设10
处社会福利中心和12处乡镇中心
敬老院，目前已有8处福利中心开
工建设，敬老院已全部开工建设，
各县市区确保年底前所有福利中
心全部开工建设，中心敬老院全部
投入使用。

意见中指出，到2015年，德州
市、各县(市、区)至少建设1处以收
养失能或半失能老年人为主的老

年养护设施；每个街道建设1所具
有老年人托养功能的综合性养老
服务设施，依托乡镇敬老院建立覆
盖所有乡镇的区域性养老服务设
施；日间照料中心覆盖城市社区和
半数以上的农村社区；鼓励和引导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服务模式，主
动为长期卧床、70岁以上和独居等
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开
设家庭病床。

社区养老方面，各县市区要将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作为新建住宅

项目规划审批的前置条件，做到与
住宅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
付使用；已建住宅小区没有养老服
务设施的，要逐步补建或利用闲置
的设施进行改建；探索农村互助养
老模式，建设一批农村托老所、幸
福院等。

居家养老方面，重点加强对半
自理、完全不能自理残疾、特困、高
龄老人等群体的帮扶，为他们购买
机构养老服务或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给予护理补贴等。

根据规划，到2015年，德州基本
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全
市各类养老床位总量达到3万张，养
护型和医护型床位占到各类养老床
位总量的30%以上，建成141处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和1527处农村托老
所，实现日间照料服务覆盖全部城
市社区和半数以上农村社区，基本
实现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覆盖全市城
乡社区，基本实现养老护理员全员
持证上岗。

8月26日，在东方红东路一小区前的休闲广场上，老人聚在一起休闲纳凉。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税费减免方面，对养老院类的
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
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费附加。对各类养老机构免缴有线
(数字)电视建设费(入网费)、垃圾处
理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
地下人防设施易地建设费、有线(数
字 )电视终端用户收视维护费；用
电、用水、用暖、燃气等执行居民价
格，使用固定电话、宽带互联网费用
执行家庭住宅价格。对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

的综合配套费；免缴征地管理费、水
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水利建设基金、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

此外，对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养
老服务组织和机构，还可按规定享
受国家对中小企业、小型微利企业
和家庭服务业等其他相应的税费优
惠政策；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
民工、专业退役军人创办养老服务
业机构的，自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5

年内免收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本报记者 李榕

“十二五”期间，对符合条件的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用房自建、达到
规定数量床位、符合有关部门规定
资质条件的，省级财政对符合标准
的将每张床位补助6500元，改造床
位补助3500元，在省级财政补助基
础上，市级财政对核定床位给予每
张床位1500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

对改造用房和租赁用房且租用

期5年以上，按核定床位数给予每张
床位800元的一次性改造补助；对已
运营、具备一定规模、符合有关部门
规定资质条件的民办非营利性和公
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在省级补助
基础上，根据上年度实际入住人数
和床位占有率，在市级财政连续3年
分别按每人每年200元的标准给予
运营补助。

非营利性床位将有补助

头条相关

减免养老院多项税费

武城联社深入开展“三大工
程”。深入宣传，提高认知度。一是
各网点电子屏进行大力宣传。二是
深入村庄社区进行宣传。三是为客
户经理重新制作名片。深入推进，加
强信贷支持。一是开办农民住房贷
款和专业合作社贷款。二是将妇女

创业贷款打造成惠民品牌贷款。三
是担保方式解决农村地区融资难
问题。深入建设，完善支付网络。一
是加强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和POS机
的铺设力度。二是组织电子银行产
品培训。三是连续召开电子银行
业务专项推进会。 (王晓辉)

武城联社“三深入”助推“三大工程”建设

2013年，越来越多的农信客
户开始使用方便快捷的电子银
行，为引导客户正确使用电子产
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齐河农合
行在推广电子产品的同时增强配
套服务，今年，在全县34处营业网
点和3处自助银行分别安装了网
银体验机，通过现场示范使客户

能够更直观的参与。3月份，网银
新增“贷款管理”功能，客户足不
出户即可办理贷款查询和归还，
为客户业务办理更添便捷，如今，
该行37台体验机以日均百余笔的
利用率，承接着越来越多客户的
信赖与支持，为农信品牌和文化
增添了浓厚的色彩。 (王应霞)

齐河农合行37台体验设备让客户自助有“方”

“谢谢！我太感动了，农信社
的服务太好了！”8月20日，患有腿
疾行动困难的章怀南老人哽咽着
几乎说不出话。原来，老人来到齐
河合行晏城支行办理业务，从进
门到办理完业务用时二十多分
钟，期间该支行大堂经理全程陪
伴，并说服其他客户为老人开了

“绿灯”，在办完业务后安排专人
将老人送回住处。近年来，齐河农
合行坚持以人为本推行“人性化
服务”，对待特殊顾客给予特殊照
顾，特别对行动不便老人采取上
门服务或全程跟踪服务，尽最大
限度满足客户需求，赢得了广泛
好评。 (张河山 孙倩)

齐河农合行服务“倾情”更“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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