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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积极探索颐养善育服务新模式
记者 陈静

“来到这里以后，身体和精神状态
都恢复好了，还胖了几斤。”住在绿城颐

养中心的66岁市民江水清说。绿城颐
养中心为年龄大、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提供生活照护服务，并开展早操、手势
舞、绘画等多样化的活动。同时，还建
设了认知专区，针对一些失智老人进行
非药物疗法，帮助他们更好地感受大自
然、体验生活。“目前在院的长者130余
人，从开业到现在我们共服务了300余
人，给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让他们
过得跟家里一样。”绿城颐养中心副院
长杨荣钗介绍。

着力打造“孝老之城”，迭代升级养
老硬件设施。近年来，我县逐步完善养

老服务布局，构建了“1138N”养老结构
规划布局，即以1个综合性康养服务中
心、1个标准化公办社会福利院、3个区
域性社会福利中心为主干，8家公办敬
老院为支撑，N个“十五分钟养老服务
圈”为基点，打通幸福颐养“最后一米”。

“来这里蛮好的，我每个礼拜都要
带他来这里玩，什么东西都学一点。”带
着孩子到婴幼儿照护驿站上课的市民
陈文志高兴地说，我们年龄大了，带孩
子精力有限，也想多让孩子出去体验体
验，这个婴幼照护驿站满足了我们的需
求。

我县通过全域化升级硬件设施，建
成基层儿童管理服务中心、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及渡口、文昌等4家婴幼儿照护
服务驿站，组建“干部+社工+义工”队
伍等，推进15分钟养老托育服务圈全
覆盖，逐步提升“一老一小”服务承载
力。截至目前，全县备案托育服务机构
31家，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4.16个，普惠托位占比100%，紫港街
道柚苑社区、芳村未来社区等10个“一
老一小”服务综合体累计服务3万人
次。

紫港街道文昌未来社区开展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小组活动。

全域化硬件升级 提升“一老一小”承载力

数字化改革赋能 强化“一老一小”支撑力

在东苑社区幸福食堂，老人们正开心

用餐。

“下楼就能吃到饭，天气不好时还能
送餐到家，很满意。”住在东苑社区的72
岁独居老人徐光生高兴地说。东苑社区
是一个60岁以上人口达800余人的社

区，约占社区人口的14%，为了让这一群
体的老人就近吃到一顿实惠的午餐，东
苑社区自2022年 8月成立以来，经过细
致调研，于去年6月份开始投入使用幸
福食堂，目前已服务老年群体3000余
人次。

吃得实惠，也要吃得好。东苑社区
幸福食堂按年龄划分票价，60岁以下、
60岁到80岁、8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
的老人一顿午餐分别为12元、10元和6
元，将实惠向高龄老人倾斜。另外，幸
福食堂还会根据经营情况，不断改善午
餐的种类和品质，让老人吃得安心、放

心，有质量。“幸福食堂建设起来，不仅给
社区老年人提供了就餐便利，还提升了
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东苑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江杰意味深长地
说。

我县还通过开展网格化助医，提供
全方位扶持等多元化保障服务。截至目
前，我县共建设54家幸福食堂和140个
助餐服务点，实现16260名老人与224
名家庭医生签约，投入470万元为660
户困难老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等，进
一步增添了“一老一小”生活的幸福指
数。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牵动亿万家
庭的重要民生关切。我县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顺应百姓期待，不断优化体制机
制，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在育、学、医、行
等方面推进颐养善育服务场景全覆盖，
织密了“一老一小”幸福保障网。“接下
来，我们将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统筹推进‘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和群众关键小事，实
现‘一老一小’服务全覆盖，切实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县民政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杨军慧表示。

“一老一小”系民心，一枝一叶总关情。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的“一老一小”人口占比达36.65%。而我县34.1万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

口达7.9万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口6.4万人，“一老一小”占全县人口40%。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连着“朝阳”，是当前最现实、最紧迫、最突出的民生大事。保障“一老一小”权益，构建“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的和谐社会已经迫不及待。为了进一步做好“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工作，近年来，我县逐步优化为民服务体制机制，在硬件改善、数字化改革赋能和

多元化服务保障上持续发力，重点关爱照料“一老一小”群体，积极推进颐养善育服务场景全覆盖，使“一老一小”的生活幸福感得到逐步提升。

硬件升级 数字赋能 服务保障

多元化服务保障 增添“一老一小”幸福感

学生们依次上校车。

2021年，我县投入1600余万元，
配备了65辆装载智能安防系统的智慧
专用校车，行驶线路覆盖全县，满足了
全县20所农村小学3000余名学生的
安全接送需求，有效化解了农村学生安
全上学的“痛点”和“难点”。“孩子从村
里上车，手机会实时显示他的位置，这
样上学我放心多了。”招贤镇中心小学
学生郑宇乐家长满意地说。

2023年2月，远在山里的溪上小学
完成撤并，68名学生（包括撤并的33名

学生和原先在招贤第一中心小学读书
的35名学生）来到招贤镇中心小学读
书，学生的上学路从3公里以内变成了
10公里以外。“我们安排了5辆智慧校
车分12趟接送学生，其中溪上安排了
一辆分两趟接送，让孩子们上学没有了
后顾之忧。”招贤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叶
和明表示，该校共有598名学生，生源
具有路途远且分散的特征，其中有60%
的学生住在3公里以外。针对这些路
途远的学生，学校配备的5辆智慧校车

服务7个村庄，实现对农村学生上学接
送全覆盖。

此外，我县通过优化“出生一件事”
服务应用场景，积极推进公共场所母婴
室建设，推出全省首个山区县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常山孝眼”，“出生一件事”
跨省通办，打造“护理员一件事”应用等
数字化升级举措。截至目前，我县有
500余名老人通过“远程式医疗”享受
名医诊疗，有282人通过养老护理员职
业技能培训并纳入监管，为23家养老

机构配备监控300余个等，持续强化了
“一老一小”服务支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