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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服务事关农村老人福祉和家庭幸福。在
城市养老服务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我市一些农村在市
民政局的指导下，已开始推行“孝善立村”理念，将做好
养老服务作为擦亮农村老年人幸福养老底色的一项重
要抓手，让农村老人得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走进淇县高村镇万古村，浓厚的尊老爱老氛围迎面
而来。村口处，“德耀高村、孝润万古”8个字很是醒目，
沿街道路民房的外墙上，不时能看到各类孝道文化宣传
标语。该村党支部书记杨继华介绍，这是他们专门打造
的孝善大街。

“百善孝为先。我们将弘扬
孝道文化作为开展乡村治理工作

的切入口，树立了‘孝善立村’的理念。”杨继华介绍，村
里还打造了日间照料中心，设立了针对老人收费低廉、
营养均衡的孝善大食堂，并于每月的 19日为村里 60岁
以上的老人过集体生日。接下来，村里还计划建设孝善
广场，已经选好地址，正在规划设计中。

我市其他县区也在推行孝善文化。“去年中秋节，我
们在全村的中秋家宴上，提出了尊老爱老的号召。”鹤山
区鹤壁集镇西马驹河村村委委员蒋志敏介绍，今年元
旦，该村建成了夕阳红大食堂，村里百余位 70岁以上的

老人每天中午只需 1元钱就能在这里吃饱
吃好。村“两委”干部还经常来这儿为老人

讲解健康及安全等方面的知识，
听听老人对村子发展的意见建

议。近期，他们
还将开展为老
人义务理发的

活动。
养 老

服 务 关 系
每个人、每
个 家 庭 。

为夯实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的基石，我市将《鹤壁市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促进条例》纳入 2024年立法工作事项，该
条例草案中对“每年的重阳节当月为本市敬老宣传月”

“社区 75 周岁以上老年人数量与公益性岗位 100∶1 配
备”等内容写入规定，旨在形成具有鹤壁特色的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制度供给，以“小切口”解决“大民生”；以市
政府办名义出台《鹤壁市关于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
点任务及职责分工的通知》，建立精准服务主动响应机
制、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制度、提升基本养老服务供
给能力、实施养老服务设施提升工程、详细列出 22项服
务清单，对“为符合条件的参保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发放
基本养老金，为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公共交通、旅
游等优惠待遇，为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经济困难老年
人提供护理补贴”等 22项内容作了明确规定，明确各部
门工作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做好老年人服务保障；
在积极培育禧仁、爱心、仁和等具有创新活力的本土养
老服务品牌的同时，我市还成立了市健康养老产业工作
专班，拓展融资渠道，强化项目储备，谋划制定健康养老
产业链图谱和重点企业清单、重点项目清单，引进融智
联、分音塔等康养企业，进一步壮大我市养老产业力量。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今
后，我们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围绕老年人的需求
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
和普惠型养老服务，构建鹤壁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让时代发展红利惠及更多老年群体，让老年人健康
幸福地安享晚年。”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海新
表示。

“日间照料中心落成后，经常组织开展
各类文艺演出，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很是热
闹。”淇滨区长江路街道福兴社区的丁忠保
老人说。

既要让老人老有所养，也要让老人老
有所乐。淇滨区长江路街道福兴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设有棋牌室、书画室、图书阅览
室、休息室、娱乐室、康复理疗室及厨房、餐
厅等场所，老人们既可以来这里健身休闲，
也可以享受助餐服务。鹤壁市颐鑫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董超介绍，他们在我市
运营了 20多家日间照料中心，公司下属有
8支老年艺术团，每月都要在各个日间照料
中心举办大型文娱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此外，他们还开设有老年大
学，设置了书法、合唱、茶艺、烹饪、按摩、摄
影、戏曲等课程，邀请专业讲师为老年人授
课，学员 1300多人。

居住在城市社区的老年人有丰富的文
娱生活，一些居住在乡村的老年人也有属
于他们的“欢快乐章”。每逢周一、三、五、
日，位于浚县小河镇小河村的夕阳红小舞
台就热闹起来，村里面老年人聚集在这里，

扭秧歌、敲盘鼓、拉弦唱戏。
“旁边就是我们村的农村幸福院，有阅

览室、棋牌室、临时休息室，还有专门针对
老人推出的幸福餐车。老年人可以来这里
读书、玩牌，也可以花上一两块钱吃上一顿
营养均衡、软糯可口的早餐或晚餐。”小河
村村委委员马朝阳说，村里不少老年人来
这儿吃过晚饭、欣赏过演出后，再散步回
家。

6月 5日下午 4时，这里的幸福餐车后
厨就已忙碌起来了。工作人员马红英、谷
长红戴着围裙、帽子、口罩，熟练地揉面、拌
馅儿，为晚上来此就餐的老人准备猪肉韭
菜馅的热包子。一旁的大锅里，正熬着热
气腾腾的小米粥。

“都是现在的政策好，才让俺这些老年
人享受到了好生活。”小河村的谢金梅老人
动情地说。

此外，我市还开展了家庭适老化改
造项目，实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 4490 户，提前 18 个月完成“十四五”期
间 特 殊 困 难 老 年 人 家 庭 适 老 化 改 造 任
务。

还未步入淇县桥盟街道鹤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
大门，就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欢笑声，几位老人正在这
里玩棋牌、拉家常。

这里的日间照料中心除了为老人提供娱乐服务
外，还提供助餐、理疗保健、智慧看护等服务。记者看
到，这里有专门的智慧安养产品展示区，包括紧急响应
系列、健康预警系列、智慧看护系列、智慧安防系列等，
用户以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为主。工作人员王树
芳介绍，使用智慧安养产品的老人若遇到紧急突发情
况，可随时通过产品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会第一时间
赶到处理。

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淇县已开发建设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围绕解决老年人“周边、身边、床边”小事入手，
推进人工智能养老机构、人工智能养老社区、智能家庭

照护床位的建设，完成县级养老服务信息网络，提高养
老服务数据治理能力、线上监管水平。目前，该平台与 6
家养老机构实现视频联网，入网社会老人 3.78万余人。

鹤壁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于 2021 年年初就已建
成，平台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
硬件、5G、AI和手机 App等技术手段，建设了“互联网+”
养老服务、智能养老应用和养老大数据 3个子平台共 21
个系统。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文庆介绍，该平
台与县区平台联动，构建了一个全面、实时、动态的养老
服务网络，可随时了解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及入住
老人信息等情况，还能通过云监护腕表、智能监测床垫、
门磁传感器、智能拐杖、红外探测器等智能养老产品实
现对居家老人的体征监护、活动监护、呼叫求助、盲区监
护等。

我市全力打造我市全力打造““11++77+N+M+N+M””智慧养老模式智慧养老模式，，即即 11个个
市级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市级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77个县区养老服务监管平个县区养老服务监管平
台台、、NN个机构和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应用平台和个机构和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应用平台和 MM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智能应用网点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智能应用网点，，涵盖政府监管涵盖政府监管、、运运
营管理营管理、、服务管理服务管理、、支付结算和大数据分析等功能支付结算和大数据分析等功能，，实现实现
了全市养老数据信息化了全市养老数据信息化、、养老业务网络化养老业务网络化、、养老服务便养老服务便
民化民化、、决策分析科学化和养老监管智能化决策分析科学化和养老监管智能化。。

目前，我市已经建成智慧养老应用试点机构 17个，
智慧养老平台入网社会老人 24.1万余人，录入高龄津贴
老人信息 3.1万余条，实现市、县、街、居四级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全覆盖和对养老机构 24 小时监管，为老年人提
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务。8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
津贴发放也实现了“掌上办”，今年年初以来累计发放高
龄津贴资金 1307万元，惠及 2.9万名高龄老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在衣食无忧的基础
上，也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我市不少社区养老机构
及时回应老人关切、顺应老人需求，通过培养专业人
才、引进康养设备、提供康养照护，进一步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

“真是想不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好的养
老服务。”在浚县浚州街道金城路社区的日间照料中
心，正在用远红外线频谱足疗桶做艾灸的李金岭老人
说，他腿脚不好，自从来这里做艾灸后，不适症状已有
所缓解。低廉的收费，也是吸引他和其他老人经常过
来的原因，即便每天都来，一个月收费也才 10 元。

这家日间照料中心由浚县宏寿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运营，设有康复训练室、图书阅览室、姜疗室、棋牌
室、餐厅等。该公司主管张素巧介绍，老人可以在这
里免费玩棋牌、健身、阅读，可以在这里点餐就餐，还
可以享受到远低于市场价的艾灸、姜疗等理疗服务。
给老人们做理疗的人员，都经过了专业培训。

目前，我市不少养老服务机构，都针对老年人的
需求开展了康养服务。6 月 6 日上午，记者来到淇滨
区黎阳路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时，工作人员张艳正

带着老人在门前的小花园里做保健操。
黎阳路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于 2021 年 5 月落

成。该中心负责人李玲说，不少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
的老年性疾病，都有康养服务需求。为更好地服务老
年人，他们引进了水疗按摩床、红外光灸疗机、极超短
波治疗机、空气波压力治疗仪、磁振热治疗仪、全身音
波垂直律动康复训练系统等价值 100 多万元的医疗
康复器械，由专业的理疗师免费为入住老人做康复理
疗。

今年 77 岁的张爱枝老人于该中心运营初期就和
老伴住了进来。“老伴身体不好，孩子又不在身边，我
自己照顾老伴很吃力。这里 24 小时有人看护，工作
人员随叫随到，康复器材比较多，康养服务也非常专
业。”张爱枝说。

健康长寿是广大老年人和家属的共同期盼。将
“健康”融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中，目的是实
现健康老龄化，降低老年人失能发病率，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市民政局聘请专业团队编制了“十四五”
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
局专项规划，出台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等 28 个制度性文件，形成了相互衔接、互为支撑的养
老服务政策体系，对康养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周密部
署。

除了康养结合的服务外，也有一些有医疗需求的
老人，希望享受到医养结合的照料。为满足这些老年
人的养老需求，市民政局相继出台《关于深化医养结
合促进健康养老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医疗机构开
展医养结合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鼓励并支持养老机
构设立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

专业的医疗团队、齐全的设施设备、规范的诊疗
流程……位于市老年公寓的鹤壁禧仁护理院，设置有
内科、康复科、老年医学科、安宁疗护室、中医治疗室、
抢救室、药房等科室，能够充分满足入住老人的医疗
需求。2021 年，鹤壁禧仁护理院被确定为河南省医养
结合示范单位、河南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还被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列入第二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
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名单。

鹤壁禧仁护理院院长赵晓介绍，他们在为市老年
公寓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服务外，还和淇滨区的天山路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长江路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等 5家养
老机构签订了医疗合作服务协议，可以让更多老年人
享受到专业的医养服务。此外，他们还开展了“护士到
家”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及特殊人群提供压疮综合
评估及治疗、留置或更换胃管、留置或更换尿管、静脉
采血、换药、灌肠、更换引流管等上门医疗护理服务。

“老伴患有脑梗后遗症，吞咽能力不好。入住这
里后得到了专业周到的医养照护，从未插过胃管。”在
鹤壁禧仁护理院入住的代兰芬老人说，医养结合的养
老服务是患病老年人的福音，使他们的晚年生活更有
健康保障。

对此，在山城区仁和养老服务中心入住 7 年多的

易桂枝老人也有同样的感触。“老伴因小脑萎缩成了
植物人，需要精心照护。这里的医护人员全天在岗，
有事一摁呼叫器，他们立即就到。”易桂枝说，这样的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不仅造福了身患疾病的老年人，让
他们更有安全感，也为很多家庭减轻了照护负担。

山城区仁和养老服务中心就建在鹤壁仁和中西
医结合医院院内。副院长夏艳丽介绍，这里共有 200
张床位，其中 120 张是医疗床位。为更好地整合医疗
资源服务入住老人，这里设有现代化的老年病科，人
员、设备等配备齐全，做到了让患病老年人“小病不下
床、大病不出院”。

截至目前，我市已建立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
6 家。山城区被确定为河南省 10 个“全链式”医养结
合模式推广应用县区之一。

很炫！智慧元素构建居家养老新格局

淇滨区黎阳路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老

人做健康照护

鹤壁市老年公寓鹤壁市老年公寓

淇县高村镇万古村的孝道文化墙淇县高村镇万古村的孝道文化墙

山城区仁和养老服务中心的山城区仁和养老服务中心的

入住老人表演服装走秀入住老人表演服装走秀

禧仁护理院的医生为老人做治疗禧仁护理院的医生为老人做治疗

鹤山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老人在护理员带领下做保健操鹤山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老人在护理员带领下做保健操

浚县小河镇小河村幸福餐车后厨工作人员为老人包包子浚县小河镇小河村幸福餐车后厨工作人员为老人包包子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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