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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也有幸福院

济济宁宁百百万万老老人人晚晚年年幸幸福福有有保保障障

日间照料中心、农村

幸福院、医养结合，提升困

难老人保障水平，加强养

老服务人才培训……为了

济宁百万余老年人的幸福

晚年生活，济宁人一直在

努力着。在一项项成绩面

前，2017年，济宁市顺利获

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示范市。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张梦西 孔庆稳

日间照料中心里
老人生活很精彩

“这里实在太好了，吃得
好，住得好，服务好！”16日上
午，记者刚一进门，在寸草心
长者照护之家居住的陈大爷
连连称赞。2018年元旦后，85
岁的陈大爷和老伴一起搬进
了科苑路旁的这家日间照料
中心。陈大爷介绍，老伴身体
不好，行走不方便，以前都是
找24小时保姆，但总有不如意
的时候。2017年下半年，一番
考察过后，两位老人决定搬到
这里试试。

除了提供居住服务，这里
更重要的是日间照料。打麻
将、锻炼、看戏，天气好时，居
住在周边的老年人都来了，十
分热闹。孙大爷每天都要到这
里转一转，有时候一待就是半
天。“终于找到了退休生活的
真正快乐。”孙大爷感慨到。

成立刚两个月，已经有
200余名老年人到这里接受服
务。“大部分老人的子女工作
都很忙，无法时刻在身边关注
老人的身心健康，日间照料中
心就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寸
草心长者照护之家经理王世
刚说，他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关
注养老问题，尤其是失能老
人，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

而在济阳街道京杭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65岁的曹大爷
三年前与老伴一起搬到济宁
生活，儿女远在外地，平日很
少回家。“没来日间照料中心
前，我和老伴都是在小区附近
转转，我们俩都喜欢跳舞，特
别是交谊舞，但一直苦于没找
到这么一个好地方。”自从曹
大爷和老伴发现了京杭社区
的日间照料中心，现在，两位
老人每天都会来中心准时报

到，每周的交谊舞课上更是少
不了他们的身影。

搬进互助养老院
农村老人不孤独

家住金乡县马庙镇杨官
庄村的张传亮，今年已经65岁
了。一辈子无儿无女，无牵无
挂，不过现在他有了新家，有
了新的牵挂，那就是同住在村
里互助养老院的老人们。

2017年夏天，张传亮搬进
了养老院。“我们住的房间不
仅配有衣柜、桌椅、沙发，还安
装了数字电视和暖气。”张传
亮说，院里有厨房、棋牌室和
菜园。早晨起来我喊一嗓子

“起床喽，开饭喽”，这些老伙
计们就都出来了。饭后闲暇时
光，老人们就凑在一起打打麻
将、拉拉家常，生活别提多畅
快了。

不仅如此，随着医疗条件
的逐渐完善，这些老人们定期
享受着免费的健康检查，平时
身体上的小毛病很快就能得
到治疗。“我和这帮老伙计肯
定能长命百岁。”说到此处，张
传亮不禁哈哈大笑。

不管是日间照料中心，还
是农村幸福院，为了济宁老人
的晚年生活，济宁市一直在努
力着。2017年初，济宁市政府
将“新建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30个、村级互助养老
院100个，新增养老服务床位
5000张”列入为民所办十件实
事。

截至2017年底，全市新建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8处，城市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31
处，农村互助养老院109处，新
增各类养老服务床位5022张，
提前并超额完成市政府为民
办好十件实事所定目标。任城
区、邹城市被列为全省社区治
理暨养老服务创新实验区，积
累了很多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的创新经验，打造了30多个
示范性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目前，全市建成各类养老
设施1214处，其中，养老院196
处，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52处，农村互助养老院866
处；配置养老床位5 . 6万张，每
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6
张，总量和均量均居全省前
列。

养老与医疗结合
老人晚年有保障

除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关
怀，及时的医疗救助，对老人
来说更为重要。成立于2011年
的汶上县如意老年公寓，是全
省首批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比
普通养老院更好地是，这里不
出大门就可以提供便捷地日
常保健、医疗救治等服务。

养老院室内整洁，暖气、
空调、电视等设施齐全，还配
有图书室、桌球室、棋牌室等
多种老年休闲娱乐活动场所。
之所以能提供医疗服务，是因
为其与汶上县开发区医院紧
挨着。在同一个院子内，如果
老人生病，医生立马就能过来
检查，很方便。

可以说，推行“医养结合”
模式，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
康复医疗相结合，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目前，全市医护
型养老床位达到总床位数的
1 2%。不仅是汶上这家养老
院，曲阜市九巨龙老年护理
院、微山县老年疗养中心、梁
山县中爱老年公寓、嘉祥县金
屯老年护理院、汶上县开发区
金桥养老院等一大批床位500
张以上的大型医养结合项目
建成并将相继投入使用，实现
医疗救治和休养康复的衔接
互补。

今后，这些医养结合养老
院还将从老年人情感慰藉、精
神健康方面提供更多帮助。这
也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掌
握心理健康知识的服务人员
参与养老服务和管理工作，让
老年人晚年有全方位的保障。

葛相关链接

咱咱济济宁宁市市的的老老年年人人

还还有有这这些些福福利利补补贴贴
近年来，济宁市民政局

积极完善老年福利保障制
度，提升困难老年人的保障
水平。为全市1 . 02万名低保
高龄老年人发放每月100-
200元的高龄津贴；为全市
8 6 0余名生活长期不能自
理、经济困难老年人发放每
月不低于60元的护理补贴。
对城镇“三无”人员按照“愿
进就进”的原则进行集中供
养，360名分散供养的城镇

“三无”人员，按照城市低保
标准的1 . 5倍实行分类施
保。为全市4000余名困难、
高龄、“空巢”老人提供政府
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

自2013年起，对城乡困
难老年人家庭实施了无障
碍设施改造，帮助老年人消
除居家养老生活中的障碍，
保障居家老年人在洗澡、入
厕、做饭、室内活动等方面

安全便利，累计完成1200户
改造工作。率先实行60周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进入景区、
景点；率先免除70周岁以上
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费用；率先免除90周
岁以上老年人去世后火化
费。

同时，加强养老服务人
才培训，全年培训养老服务
人才1800余人次。养老机构
综合责任保险工作推进顺
利，市、县财政各按照保费
的40%予以补助。目前投保
工作基本结束，全市投保养
老机构140余家床位1 . 1万
张，有效化解了养老机构运
营风险。全市有8个县级社
会福利中心、19个乡镇敬老
院实现“公建民营”，47个城
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委托
专业养老服务企业运营。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照顾老人。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在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的生活有人照料。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H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