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天气和暖，杏花绽放，山岭

之间，绿意萌发。最近几天，今

年 25 岁的“康养导游”刘玥有
些忙：“今年旅行社面向老年旅

客开发了从华东地区到阿尔山

市的康养路线，我们要针对他

们的需求设计线路。”旅行社负

责人说：“针对老年旅客的需

求，我们组建了一支具备护理

知识的导游队伍，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

近年来，随着银发经济蓬

勃发展，养老领域的新业态不

断涌现。随之而来的全新职业

需求，让越来越多人投身于康

养导游、老年心理咨询、助老配

餐等行业。这些新职业在满足

全社会日益增加的养老需求的

同时，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和就业增长点。

“截至 2023 年底，兴安盟
老年人口达 30.74 万，占全盟总
人口的 22%，养老需求与养老
服务供给能力矛盾长期存在。”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民政局党

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刘君说，近

年来，养老职业需求增加、高素

质养老人才缺乏等问题逐渐凸

显。“我们通过加强职业技术培

训、提高养老职业待遇、引进专

业养老机构等方式，吸引更多

人进入相关产业就业，努力满

足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提升优质养老服务供给能

力。”刘君说。

全新业态催生职业需求

来到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

旗巴仁哲里木镇，群山环绕之

中，一座康养小镇里游人来往，

热闹非凡。来自吉林省松原市的

老人余庆生告诉记者，他和老伴

每年都要来到这里，每次都要住

上一个月左右，“这里山好水好，

特别适合老年人。”

巴仁哲里木镇党委书记吴

银锁告诉记者，“旺季时，每天有

上千人到这里康养，带动了餐

饮、住宿、交通等产业发展，成为

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据介绍，科

尔沁右翼中旗依托特色医疗资

源与自然环境优势，打造旅居康

养小镇，同时积极引进养老专业

人才，为各地的老年旅客提供优

质服务。

除科尔沁右翼中旗外，兴安

盟还规划建设了葛根庙、阿尔

山、义勒力特等多个康养基地。

刘君说：“我们积极融入‘冬南夏

北’旅居式养老格局，依托各地

的文旅、自然、气候、交通、人文

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各具特色的

康养基地发展，让旅居式养老成

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旅居式养老等新型养

老模式的发展，当地养老产业人

才需求已经向文旅、医疗、交通、

餐饮等各领域延伸。

“兴安盟高度重视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建设，扎实开展养老服

务人员技能培训，有效吸引专业

人才加入。”兴安盟委委员、组织

部部长陈景华介绍，兴安盟持续

深入推进政校交流合作，开展系

列培训活动、心理健康疏导、健

康服务指导、康复治疗指导和智

能终端培训等 10 个方面的合
作，在岗轮训和转岗实训，强化

从业人员操作技能训练和综合

能力素质培养。

加强培训建设专业队伍

“这几名老人尿酸值有些

高，食谱里的海鲜和动物内脏要

减少一些。”在兴安盟社会养护

院餐饮部，去年刚刚毕业于兴安

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健康系的 00
后护理员郭静正和同事们忙着

制订下一周的营养菜谱。

“近年来，随着服务不断精

细化，餐食除了营养均衡、清淡

爽口外，还出现了低盐、低糖、

低嘌呤以及食补食疗等个性化

需求，对于配餐人员专业素养

的要求也提高了。”兴安盟社会

养护院院长陈彪说，目前，全院

床位数 201 张，随着新院区的
建设，到 2024 年下半年，床位
数将达到 500 个，急需专业养
护人员。

“为此，我们积极改善护理

人员待遇，加强与职业院校合

作，引入护理专业毕业生，加强

养老队伍建设。”陈彪说。

来到养护院四楼，同样是

2023 年毕业的护理员窦佳琪正
帮行动不便的郭殿青老人送饭。

“来到养护院一年，我就获评了

一级护理员，每个月多了 900元
的补贴。”窦佳琪说，再过不久，

她的月收入有望达到 5000元。
近年来，兴安盟建立“乡村

工匠”认定制度，每年面向包括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在内的农村

牧区专业群体开展技能等级评

定，并一次性给予最高 3000 元
的奖励资金。陈景华说：“我们积

极组织脱贫家庭子女、农村转移

就业劳动者等就业困难人群参

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免费职业技

能培训，每年惠及人数超 3000
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投身于

养老行业。”

来到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

平街道，几名老人正在社区的

“幸福食堂”用餐。餐厅工作人员

帮老人打饭，还将餐盘送到座位

上。这些服务人员都来自街道的

一家民营企业。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坚持

系统化推进、市场化运营、社会

化参与、规范化建设、信息化支

撑，加强养老服务共同体建设，

构建起养老服务新模式。”和平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权说。和平街

道以 1 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6 个养老服务站、10 个适老
化党群服务站为载体，一方面对

接辖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另一方面对接辖区内企业参与

养老公益服务的诉求，实现养老

服务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

完善制度规范行业发展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

力特镇幸福嘎查，今年 66 岁的
张凤君老人一键拨通了“义家

人”志愿服务队队长裴天成的

电话。

“小裴，前几天刮大风，院里

的棚子给吹倒了，你们能不能找

人来帮我修一下？”不到 10分
钟，裴天成带着志愿服务队里的

瓦工和木匠来了，和他们一起的

还有一家专业养老机构的工作

人员。他们帮着张阿姨修好了棚

子，还把院子打扫干净。

嘎查党支部书记曲丰永说：

“我们发动嘎查两委成员主动上

门进行助老需求调查摸底宣传

活动，分析老年人实际需求，建

立老年人关爱服务台账并实施

动态管理，制订养老服务清单，

实现靶向化服务。”在明确需求

的基础上，针对基层专业养老服

务人员不足的情况，当地以政府

购买服务形式，引入专业养老机

构，让老人享受免费的护理、家

政、理发、助浴、体检等服务。

负责幸福嘎查养老服务的

护理工作人员说：“在成为护工

之前，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工作。如今每个月有 3000 多元
的收入，每周还可以参加免费

的养老职业技能培训。现在我

觉得自己的生活充实又有意

义。”目前在乌兰浩特市，通过

这种形式提供服务的养老从业

者超 200 人。
“乡村养老服务需求缺口较

城镇更加明显。为此，我们通过

基层党组织引领搭建服务平台，

让基层党员志愿者发挥农村养

老‘主力军’作用，同时让社会力

量更规范更顺畅地投入乡村养

老事业中。”陈景华说。眼下，在

兴安盟的广大乡村地区，以基层

党员为核心，以村民志愿者为骨

干，以社会养老机构为补充的多

元化养老职业队伍正逐渐形成。

一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借助合作平台，对接各界

养老服务资源，对服务人员进行

标准化培训、实训与考核。此外，

平台根据服务人员的技能特长，

自动匹配相应的老人服务需求，

对服务全过程全周期进行数据

采集和监控。同时智慧医养服务

平台将医养服务的流程、业务数

字化，进行大数据分析，为政府

出台政策、精准服务体系建设、

市场化运营及服务监管监控提

供依据。 （据《人民日报》）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

培育养老新业态，催生多种新职业；建立技能认定

制度，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完善制

度，规范行业发展。越来越多人投身于养老相关产业，行业服

务能力也得到不断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培育养老新业态———

银发经济吸纳更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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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生态社区建设与淳

安特别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座

谈会暨千岛湖生态社区联合会

成立仪式在千岛湖两山高层次

人才集聚区召开。会议由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和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指

导，淳安县千岛湖生态社区联

合会主办，千岛湖两山高层次

人才集聚区协办。

此次座谈会的召开，标志

着生态社区建设与淳安特别

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迈入崭

新阶段，并为全球生态文明社

区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陈存根在讲话中强调，“生态社

区建设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需

要，更是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

质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加强生

态环境治理，深化生态文明教

育，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社区

基层治理格局。”

新任千岛湖生态社区联合

会会长张福锁院士在视频发言

中强调，“联合会将致力于聚集

全球资源、资金和人才，构建生

态社区枢纽型智库，为国内外

生态文明社区建设提供解决方

案，支持会员发展，服务地方政

府，推动生态价值的长期高质

量转化。”

千岛湖生态社区联合会秘

书长吴道源表示，“联合会的成

立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也

是我们共同事业的起点。我们

要携手共进，推动生态社区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生态社区

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

践，我们要以实际行动为生态

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场，来自生态领域的专

家学者、实践者共同探讨了如

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生态社

区的可持续发展。

（据人民政协网）

为生态文明社区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千岛湖生态社区联合会成立

千岛湖生态社区联合会成立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