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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创新“乡村振兴+助老公益”机制，以“人社出钱，民政办事，
乡镇村居用人”模式，创造性地设立公益助老员岗位 444 个，同步破解
乡村振兴与养老两大难题，有效激发村居内生动力。

严把关口，惠及困难家庭
按照“稳就业、托底线、救急难”的原则，区分本市户籍、本省户籍和

农村困难家庭劳动力三种类型，对招用人员的范围和条件做出了具体
明确规定，优先安置劳动力弱的脱贫不稳定人员，消除返贫风险，确保
岗位安置的社会性和公益性。

规范制度，服务老年群体
市民政局指导用人单位根据具体工作需要与实际情况，建立工

作制度，明确责任与要求。措施如：作为村（居）助老员，必须坚持关爱
老人、热心服务、主动沟通交流，确保卫生安全，提供助洁、助浴、助
医、助餐、助行、助乐“六助”服务。对招录完毕、即将上岗村（居）公益
性助老员，民政、人社部门组织集中授课，帮助助老员掌握基本的业
务技能。

严格管理，发挥岗位效益
结合工作任务和岗位特点，落实考勤制度，引入退出机制，对不能

胜任岗位要求、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不能服从日常管理的，及时解聘，另
择他业。按照“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原则，实现管理与监督分离。民政
部门做好月度考核，人社、财政部门做好监督检查。对考核不合格、整改
不达标的，停止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使用资格。

漳州现有百岁老人

490位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我市共有百岁老人 490

位，较去年同期增长 21%，其中，漳浦县百岁老人
最多，共有 97位；全市最长寿者是现年 119岁的林
蛇母老人，目前居住在龙海区海澄镇溪北村。

从性别来看，我市女性百岁老人共 399位，占
比 81.4%，女性人数明显高于男性。从各县（区）分
布来看，漳浦县百岁老人最多，共有 97人，其次是
诏安县，共有 86 人。其他县（区)分别为：芗城区 44
人，龙文区 4 人，长泰区 17 人，龙海区 45 人，云霄
县 39人，东山县 32人，平和县 35人，南靖县 20人，
华安县 10人，古雷开发区 43人，漳州开发区 2人，
台商投资区 9 人，高新区 7 人。从年龄来看，现年
119 岁的林蛇母老人（女）年龄最大，芗城区西桥
街道延安社区陈昌娘老人（女）现年 112 岁，为我
市第二高龄老人。值得一提的是，全市每万人中有
百岁老人 0.97名，古雷开发区高达 2名。

随着人居环境、医疗、养老等条件的不断改
善，我市百岁老人的数量总体呈递增趋势。家庭和
睦、子女孝顺及合理的运动和饮食，是这些百岁老
人最明显的共性。作为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具体
体现，我市各级党和政府每逢重阳节都向百岁老
人发放慰问金，予以慰问及关怀，目前我市市级补
助标准为 1000元，各县（区）补助标准根据各地具
体情况而定。

近年来，漳州市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有效破解老年人就
近就地养老难题。

提质居家养老
扩大居家养老服务覆盖面，全市建成 16个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服

务范围已 100%。覆盖 2039 个社区（村），享受信息服务 11 万余人，享受
实体服务 4.2万余人，开展实体服务 78万余人次。

拓展社区养老
全市共建成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62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299所，

农村幸福院 1330所，老年活动中心 378所，68所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为
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近日，芗城区东铺头街道、新桥街道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碧湖街道建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步文街道龙江社区长
者食堂、蓝田街道福隆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等近 20家养老服务项目
先后正式揭牌。

发展机构养老
2017 年以来，漳州加大公办养老机构建设，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

老事业，全市共建成公办养老机构 101 所，在建 15 所，民办养老机构建
成 9所，在建 16所。

今年以来，漳州市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研究制定了《漳州市医养
结合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提出了建立关口前移科室、开通医保延伸
端口、建设医养结合床位等多项在全国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强化医养资源统筹
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利用自有建筑、场地和床位，建设医疗或医疗分

支机构；卫健部门应支持公办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关口前移
科室；新建、重建乡（镇）、村（居）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要统一规划、建
设和管理。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服务机构，区分单位性质，分别向编办、市
场监管和民政部门申请增加“养老服务、培训”等服务内容，并到民政部
门备案；明确医疗机构新建、改建养老服务机构，参照民办非营利性养
老服务机构给予运营补助和一次性建设补助。公办医疗机构在养老服
务机构建立的关口前移科室，由医保部门按照公益性村卫生所标准，开
通医保延伸端口。

实现医养无缝切换
经卫健部门核准，可以由公办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机构开设家庭

病床。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机构，其对应的医疗机构具备医保住院定点
资质的，可以参照家庭病床相关规定办理建床入院治疗。养老服务机构
家庭病床收住范围，包括全体参保人员。今年 9 月，第一批市级医养结
合单位，包括 21家养老服务机构和 21家医疗机构。

完善医养激励政策
明确医养结合工作在医疗机构绩效考核中占比不低于 8%，在管

理薪酬考核中占比不低于 8%；明确医护人员在养老服务机构的诊疗
按双倍服务量计算。对市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每年开展一次综合评
估，确定 3 个第一等次、5 个第二等次、10 个第三等次，分别奖补 15 万
元、10 万元和 5 万元。对综合评估连续三年获得第一等次的，额外奖
补 30 万元。

三大体系

三大创新
破解医养结合难题
让百姓健康养老

漳州市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制定《漳州市新建住宅区养老用房和社
区用房配套建设实施办法》，在全国首创“三个配套机制”，即创建闭环联审
机制、建立货币补偿标准、明确产权归属，彻底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全国首创“闭环联审机制”

民政部门全程参与新建住宅小区规划、建设、验收、移交等全流程
环节，变事后被动监管为事前主动参与，形成有效的闭环服务。一方
面，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一套集中联合审批机制，确保不增加审批环
节、申报材料和企业负担，不降低审批效率。另一方面，提前进行政策
和技术辅导，确保企业按标准执行，极大降低违建、返建风险，既提高
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

全国率先建立货币补偿标准

针对新建小型住宅区或零星开发的建设项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
法提供养老用房或者提供的养老用房未达标准的，要求开发建设单位
按照楼面价格 1.25 倍的标准进行货币补偿。补偿款纳入财政代管专户
管理，按属地原则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货币补偿标准的建立既有
利于集中配建养老用房，又让开发建设单位有了更加灵活的选择，增

强了可操作性，同时还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促使配建政策更好落地
落实。

全国率先明确产权归属

漳州市明确规定，在编制土地出让方案时，将养老用房纳入出让方
案，在出让合同中明确养老用房产权归属于接收方。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签
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 3 个月内，与接收方即民政部门或乡镇（街道）人
民政府签订《移交协议》。开发建设单位向接收方移交养老用房时，同步移
交不动产产权，并配合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开发建设单位依据《移交协
议》，可申请减免或部分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这一套机制，一方面确
保了养老用房与住宅小区同步交付使用，另一方面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

实行“三个一套机制”后，全市有 81 宗地块落实养老用房配建要求，
共配建养老用房 4.2 万平方米，每幅地块平均配建面积 510 平方米，是省
定标准的 2.55 倍；每百户平均配建面积 31.5 平方米，是国家标准的 1.58
倍。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由 2017年初的 3所增加到 52所，中心城区街道（乡
镇）覆盖率由 8%增加到 100%。标准化居家养老服务站由 32 所增加到 299
所，覆盖率由 8.1%增加到 67.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市养老服务设施
总面积 94.1 万平方米，人均用地面积 0.18 平方米，高于人均 0.1 平方米的
国家标准。

“乡村振兴+助老公益”
激发村居内生动力

建
立
﹃
三
个
一
套
﹄
机
制

有
效
破
解
养
老
用
房
配
建
难
题

龙文区四季花海公园内，一群中老年人正在打太极拳。 马 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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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幸福大食堂芗城幸福大食堂（（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老有所乐老有所乐（（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为什么漳州长寿老人多？
漳州之所以有这么多长寿老人，除

了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等先天因素外，也
与我市不断完善健康服务体系息息相
关。

近年来，我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趋势，通过实行一系列民生举措，持续推
动医疗设施升级，加快补齐养老事业短
板，形成多维度的城乡养老服务格局，进
一步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

与此同时，我市持续加强生态城市
建设，推动生态环境“高颜值”。以国土
增绿、森林提质为重点，统筹推进山上
山下、山区沿海、城市乡村绿化美化，持
续扩大森林面积。同时着力营造优美森
林景观，实施“百区千带”“百城千村”等
绿化美化工程，挖掘森林资源潜力，创
建 3 家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依托 16
个省属国有林场，建设“一场一景”，变
林区为景区，免费向公众开放，创建 46
个“国家森林乡村”、87 个省级森林村
庄。如今，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森林康养场所、森林步道、公园绿地等
森林产品日益丰富，让人民群众更真切
地感受到了身边的绿、环境的美、生态
的好。

特别是我市大力营造尊老、敬老、
助老、爱老的社会氛围，高度重视老龄
工作，在各项政策上向老年人倾斜，建
立多层次、广泛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和助
老机制，做到对老年人的关心、关怀全
覆盖。

本版由 本报记者 俞映云
通 讯 员 罗晓红 洪清锋 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