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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曲靖：

居家养老野幸福窝冶 让老年人野乐享冶老年生活

群众好评

贴心服务送上门

“老人家，我先帮你测量体

温和血压，随后再帮你梳梳头

发，给你按摩放松下……”7 月
22日，来自云南泓爱健康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姬永焕

和同事唐莹莹又来到位于师宗

县葵山镇查拉村的独居老人孙

冬梅家中，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

“你们就是我的亲人啊，就盼

着你们来，来了就忙上忙下的。”

88岁的孙冬梅老人看到姬永焕
她们，心情特别激动，脸上洋溢着

笑容。姬永焕和老人亲切地打招

呼，就像来探望亲戚一般，随后就

和同事忙了起来，帮老人量血压、

叠被子衣物，擦洗餐台，忙碌一圈

后才坐下来，陪着老人聊聊天，为

她梳理头发……

儿子早年去世，两个女儿远

嫁，孙子也外出打工挣钱难得回

家，孙冬梅老人平时就一个人孤

独地守着一院老屋，好在身体还

算硬朗，日常生活起居勉强能自

理。师宗县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

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工作实施启动

后，经过严格摸排、筛查，像孙冬

梅这样的老人被纳入了首批服务

对象，她也成为村里的幸福老人，

有了服务自己的特别“亲人”。

姬永焕是查拉村隔壁村村

民，勤劳能干，对老人富有爱心，

负责照顾查拉村的多位老人，其

中包括孙冬梅。“我们平时 3天

左右就会进村入户，带着检查的

器材为老人量血压、做康复，给

老人做做饭，收拾下房间，让他

们有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姬永焕向记者介绍说。

服务人员的上门服务，也赢

得了老人们的认可，他们平时盼

着服务人员的到来，临走时总是

拉着手舍不得。孙冬梅老人拉着

姬永焕问这问那，服务工作让两

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姬永焕直

言，这份工作很有价值，真正把党

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送到家。

81 岁的周小惠也是姬永焕
的服务对象，老人对姬永焕和其

他服务人员赞不绝口。“她们对

我们太好了，也不嫌弃我们，生

病了给我煮稀饭，帮我洗脸、梳

头发，比亲闺女还来得勤、做得

多。”周小惠老人发自肺腑地说。

幸福路径

居家养老做到位

在师宗县，像孙冬梅、周小

惠这样被服务的“幸福老人”仅

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项目的一个缩影。师宗县

民政局将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

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走深走实，以

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老年

人居家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需

求为核心，通过政府引导、政策

扶持、资金补贴、市场运作等方

式，探索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

衔接的专业化照护服务体系。

师宗县民政局与云南泓爱

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双向联

动，推出“泓爱照护”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和建设家庭养老床位，于

今年 3月份在葵山、彩云、雄壁、
丹凤等多个乡镇（街道）试点推

出，为 462名居家老年人提供上
门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

上门探访、代购代缴等 21 项服
务，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的失

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

老床位，对其居家主要活动区域

和部位进行适老化改造和智能

化改造，有效助推居家养老服务

提质增效，老年人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师宗县民政局副局长陆所

林向记者介绍，目前全县有留守

老人 1364人、留守儿童 4553人，
县民政局在关爱“一老一小”工

作中创新管理办法，扎实做好服

务工作，采取“红、黄、绿”三级管

理模式。其中，对优先特殊老年

人，给予红牌管理，每月开展不

少于 2次上门探访服务，对空巢
老人、低保老人、重度残疾老人、

“三无老人”和“五保老人”等不

同类别的群体，一个周期内每人

上门服务不低于 30 次；对困难
老年人家庭的通道、居室、厨房、

卫生间等生活场所，以及辅助配

置、细节保护等进行调整或改

造，一户一策，提升了老年人的

居家养老服务品质。

云南泓爱健康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人赵小华表示，目前

他们主要负责曲靖辖区师宗、罗

平、陆良三地的居家养老服务，

为了把服务做到位，公司就近从

当地村寨挑选能吃苦耐劳、有服

务热情的村民，经过专业培训后

上门为居家老人服务。“在师宗

县，我们有 40多名服务人员，熟
悉当地乡音乡情和民风习俗，和

这些老人能打成一片，给老人送

上关爱。”赵小华说。

据悉，曲靖市开展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的失能、

部分失能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基础护理、探访关爱、健康管理、

委托代办、精神慰藉等上门服务。

截至 7月底，全市开展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不少于 7140人次，建成
家庭养老床位不少于 3570张，进
一步扩大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的有效供给，有效满足老年人

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助

力打造幸福“夕阳红”。

渊据叶云南日报曳冤

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

区民政局不断深化社会救助改革

创新，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

构建覆盖“社区—网格”的困难群

体分级访视服务机制，延伸“提升

个人能力—稳定家庭功能—构建

社会支持网络”的服务型救助内

涵，拓展“N+救助”多元主体参与
救助服务项目集群，全力加快“兜

底民生”向“品质民生”转变。

聚焦主动发现袁落实野政策找人冶
搭建入户访视野关爱网冶

组建一支访视服务队伍。邀

请 8名救助政策顾问、联动全区
900余名网格专员、发展 989名
入户访视志愿者，建立起一支由

“救助政策顾问+社区网格员+访
视志愿者”构成的入户访视服务

工作队伍，实现了辖区“街道-社
区”全覆盖、在册民政救助对象

访视服务全覆盖。

健全一项主动发现机制。紧

盯在册救助对象，建立“危机个

案—重点个案—一般个案”三级

服务介入机制，综合评估救助对

象家庭面临的风险并确定服务

等级，危机个案每周至少一次入

户访视服务，重点个案每月至少

一次入户访视服务，一般个案每

季度至少一次访视服务，搭建起

救助对象风险应对网络。同时，

将救助退出对象、申请未通过、

临时救助、排摸和转介的特殊困

难群体纳入访视服务，通过常态

化、广覆盖的访视服务，动态掌

握困难群体的实际困难和需求。

制定一套访视服务标准。制

定《历下区困难群体访视服务工

作指南》，按照简单快捷、易学易

用的原则编制儿童保护风险、老

年人跌倒风险、照顾者压力、社

会支持等 12类初步风险识别预
估指标，用以快速识别、判断服

务对象风险等级。总结访视服务

工作经验，逐步建立完善访视服

务要求，并开展常态化培训，提

升访视服务队伍工作能力水平。

建立一个中心袁统筹救助资源
打造精准帮扶野联合体冶

聚焦专业水平提升，建立困

难群体个案管理服务中心。依托

街道社工站全覆盖、专业强的优

势建立困难群体个案管理服务

中心，以人为中心，实施“一人一

策”的个案管理服务。探索建立

困难群体需求综合评估标准化

体系，由社工对社会救助对象

进行整体评估，建立起“因病致

困—因残致困—体弱孤寡—子

女教养”横向分类、“提升个人

能力—稳定家庭功能-构建社
会支持网络”多维度干预的综

合救助帮扶网络，并根据不同困

境等级和致困因素匹配相应的

服务。

聚焦供需精准对接，建立

救助资源共享和转介机制。以

历下创益园为资源基础，以社

会救助区级管理中心为联动枢

纽，搭建救助服务“供需对接一

站式支持”平台，对接匹配个案

管理中心“一病一残、一老一

小”四大类需求，同步建立起救

助帮扶四个资源库，围绕需求

持续聚拢服务资源。优化“需求

上报—综合评估—服务匹配—

督导支持—服务结案”的全区

社会救助资源共享和转介流

程，加强跟进监测和管理，实现

救助帮扶需求与资源供给的精

准匹配。

聚焦疑难问题解决，建立

个案会商机制。加强多元主体

参与以及跨部门、跨领域协同，

在遇到重大、疑难或复杂救助

个案，仅靠单一部门或单一领

域服务无法良好应对和有效解

决时，由个案管理中心牵头组

织“救助会诊”，凝聚各方力量，

整合优势资源，有效满足困难

群众基本需求。

推动社会参与袁创新救助项目
拓展弱有众扶野朋友圈冶

“志愿服务+救助”，提升互
助服务水平。围绕困难群体吃

饭、理发、就诊等方面遇到的实

际困难，设计实施“志愿服务+救
助”主题计划，形成覆盖广泛、内

容丰富的志愿服务项目矩阵。截

至目前，已制定助餐、助医、助

剪、助学、助安全等 26项志愿服
务项目清单。

“社会组织+救助”，推动专
业力量下沉。在社会救助领域引

入专业社会组织服务，搭建多元

参与平台和渠道，推动社会组织

服务项目进社区。连续五年举办

社会组织服务创新大赛，以“精

专服务、惠益民生”为主题，探索

社会组织参与困难群体服务的

有效方式。迄今为止，共整合形

成 5大类 24个服务议题、166个
困难群体救助帮扶项目库，今年

已支持“社会组织+救助”服务项
目 10个落地。
“社区慈善+救助”，加强救

助供需衔接。通过社区慈善基金

建立困难群体帮扶资金池，动员

居民、辖区企业等捐赠资金，支

持社区持续开展慈善救助服务

“微项目”。通过社区基金支持，

打造了龙洞街道“睦邻厨房”、

建筑新村街道“益行 100”、解放
路街道“晨曦信号”等多个品牌

服务项目。目前，全区累计建立

社区慈善基金 87 个，汇集资金
94 万余元，共支持困难群体帮
扶服务项目 51个。

渊据新华网冤

山东济南历下区院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新模式

心系桑榆晚，情暖夕阳红。关爱老年人是全社会的

责任，面对老龄化社会，云南省曲靖市积极统筹

整合资源，探索居家养老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新路径，通

过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福祉、促进社交互动和个性化关怀，

推出精细化、亲情式上门服务，全力做好居家和社区养老

“最后一公里”，让辖区老年人享受别样的幸福晚年。

冶

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