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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屋檐下呵护“一老一小”

野老幼共养冶普惠服务点
托起野稳稳的幸福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对健全人口发展支

持和服务体系进行了部署，提

到“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

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

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

模式发展”“以应对老龄化、少

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

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

高质量发展”。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核心

区拿出社区公共空间同步构

建养老、托育机构，也是西城

区德胜街道办事处的一次微

改革尝试。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

据，我国现有约 3000万名 3岁
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

儿家庭有入托需求。

托育、养老是重要民生话

题，也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

比如，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

京市政协委员还分别就“老老

人”“小小孩”的问题开展专题

座谈。

有政协委员建议，针对北

京市老城区和中心城区等空间

资源紧张的建成区，结合既有

资源改扩建，分析养老托育服

务设施阶段性功能融合利用的

可行性，灵活分隔使用空间。

德胜街道办事处社区建设

办公室副主任吴红介绍，街道

早在 2017 年就开设了婴幼儿
早期发展指导中心，通过购买

服务的形式为辖区居民免费提

供亲子课程。在近年来的调研

走访过程中，辖区内先后有 100
多名幼儿家长提出了托育服务

的需求。

2023年 10月，德胜街道第
一个托育点开张，不到 3个月
就满员了。有了成功的经验，吴

红和同事讨论，能否将养老驿

站和托育点结合，探索“老幼共

养”的普惠服务点。

“又养老又养小，首先场地

要达标。”吴红说，街道办对辖

区内的养老驿站评估后，筹划

将新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改造

为老幼共养服务点，在现有设

施基础上，对近 400平方米的
老幼区域重新规划，托育区设

置幼儿专门的洗手间、保健室、

活动室等，老年区规划配餐区、

理疗室、学习活动区等，两个年

龄段的功能区之间设置三道

门，保证两边互不影响。此外，

服务点升级监控设备，影像资

料保存时长从一个月延长到

90天。
大多数老年手机班的学员

还没注意到驿站的变化。“我们

一直在这儿上课，没觉得（托育

区）有太大声音。”被志愿者称

为“老年班班长”的钟志兆说。

钟志兆家离老年驿站不到

两公里，每到手机班上课的日

子，他就乘公交车，坐一站地，

拿上笔记本到老年驿站，在第

一排座位等着开讲。

“（手机）我弄不清楚，又不

好麻烦孩子。但是我们来这里，

志愿者会耐心教，我就经常爱

来这里。”陈云光 2008年退休
后，从福建三明来到北京与孩

子共同生活。在买菜回家的路

上，他发现了老年驿站，了解到

老年驿站经常请志愿者给老年

人开设手机课，就特别留意街

道群聊里的课程信息。

7月底，北京链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员工赵成恭以志愿

者的身份，带着提前准备好的

课件到老年驿站上课，课程内

容是使用旅行软件出游。“手机

功能多，老人不知道怎么用，他

们提了需求，我们就教。”赵成

恭说。

那节课上，“班长”钟志兆

在笔记本上记下软件注册登录

步骤、搜索步骤等，坐在后面的

陈云光还不时向志愿者咨询有

关聊天软件、导航软件的使用

问题。活动室后面，有家长在托

育区门外好奇地探头。

吴红说，目前托育区刚开

张不久，经常有家长带着幼儿

到服务点咨询体验；进入常态

化运营后，入托孩子会越来越

多，服务点最多能容纳 30 名
幼儿。之后，服务点也将探索

更多适合老年人和幼儿参与

的活动。

不到一个小时的手机课结

束后，陈云光拿上帆布袋，对志

愿者说：“谢谢啊，下次有课，我

还来。”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我在这里吃了一年了，饭菜

口味清淡，很适合老年人，政府还

给补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

右前旗平地泉镇花村幸福院居住

的老人肖三格赞叹有加。

老年助餐服务是关系老年

人的大事，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

民生实事。近年来，乌兰察布市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努

力打造“舌尖上的民生”，让每个

老年人在享受有保障有质量有

活力幸福生活的同时，还能在家

门口享受到便捷的助餐服务，用

“小饭碗”全力筑牢老年人民生

幸福“根基”。

乌兰察布市已经提前进入

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全市 60岁以上常
住人口达到 51.1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 29.9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1.25个百分点。同时，乌兰察布
市为人口流出大市，青壮年大多

外出务工或就业，使得全市老龄

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乌兰察布市

在集宁区向 60岁以上老年人发
放 4110份调查问卷，问卷显示，
该区老年人有助餐服务需求比

例达 59%，其中一部分老年人将
饭菜价格作为是否需要就餐的

重要指标。2024年，乌兰察布市
计划建成长者餐厅（老年助餐

点）146个，目前已建成 82个，老
年助餐服务网进一步扩大。

科学布局
完善助餐服务网络

在乌兰察布市，城市按照

“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

布局，在已建成的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等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中充实老年助

餐服务功能，确保有需求的老年

人能够及时获得就餐、配餐、送

餐服务，促进服务便利可及。支

持在各类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

中增设老年食堂等老年助餐服

务设施，拓展服务功能。支持老

年助餐服务设施与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

施、生活性服务业资源统筹利

用、共建共享。

在农村地区，优先在互助幸

福院和留守老年人多、居住比较

集中的苏木乡镇、嘎查村建设乡

镇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级养老服

务站，开办老年食堂、设置老年

助餐点等。在农村偏远地区和人

口稀少的牧区，根据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探索

邻里互助、“中心户”多户搭伙、

结对帮扶等模式，灵活多样解决

农村牧区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

既能满足当地老年人就餐服务

需求，又避免资源闲置浪费。

创新载体
丰富助餐服务模式

创新送餐方式，积极发挥互

联网平台、物流企业等作用，充

分利用现有物流网络为老年人

送餐，支持具备条件的苏木乡镇

（街道）、社区设置集中“送餐

点”，为老年人就近取餐提供便

利。鼓励支持企业、机关企事业

单位特别是餐饮企业参与老年

助餐服务，指导开设老年人助餐

专窗、设置老年人就餐专区、提

供老年人菜品、加挂老年食堂或

老年助餐点标识等，支持符合条

件的餐饮企业运营老年食堂和

老年助餐点，鼓励连锁化运营、

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服务。

同时，支持各类社区服务机

构利用距离近、人员熟、条件好

等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在居民小

区开办社区老年餐厅、老年助餐

点，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开展配餐

和送餐上门服务。鼓励辖区内有

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乡

镇（街道）、村（社区）食堂对老年

人开放；鼓励居民区内的养老机

构在满足在院老年人就餐需求

的前提下对其他老年人开放。

健全机制
加强助餐服务保障

一是建立制度机制。在内蒙

古率先制定出台《乌兰察布市积

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三年行动

工作方案》，明确设施场地支持、

运营扶持保障、就餐分类补贴以

及强化各方责任等内容。积极推

广察右前旗黄茂营乡个人出一

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

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

资机制，支持老年助餐服务机构

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服务。对符合

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与助

餐点合作的餐饮企业，按规定落

实税费优惠政策，用水、用电、用

气、用热按规定执行居民生活类

价格，部分旗县市区政府已免收

为老餐厅水费、电费等费用，为

机构减轻负担。同时，鼓励各地

出台惠企政策，积极调动社会力

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支持具备

资质的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

老年助餐服务，平等享受相关优

惠政策。

二是实施就餐分类补贴。各

地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

力状况，根据老年人年龄、经济

困难程度、失能等级等情况，对

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人给予差

异化补贴，补贴的范围、方式、标

准由旗县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

门统一制定，部分地区按照 60—
69岁每餐减 1元、70—79岁每餐
减 2元、80—89 岁每餐减 3 元、
90岁以上免费。同时，根据实际
情况和效果不断优化，着力加大

特殊困难老年人保障率。市本级

根据老年人的年龄和困难情况，

对有用餐需求的老年人给予差

异化补贴。支持各地以发放老年

助餐消费券、“孝心卡”、“爱心卡”

等方式，积极引导家庭和社会支

持老年人享受助餐服务，让老年

人享受看得见的实惠。

渊据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冤

内蒙古乌兰察布：
打造野舌尖上的民生冶有实招

7月底袁 北京市第一家
野老幼共养冶 普惠服务点在
西城区德胜街道启用遥

4名刚满两岁的幼儿成
了服务点招收的新生袁在幼
师的带领下开启半天或全

天的托班生活遥
当幼儿跟着老师认识

野夏日荷花冶 时袁 同一个院
子尧隔着三道门的养老服务
驿站活动空间内袁几名老人
正在志愿者的讲解下袁学习
操作智能手机遥

其中一名幼儿的爷爷

汪先生说院野孩子应该和孩
子在一起玩袁我们也有我们
的乐趣遥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