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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疑

问：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作为每个家
庭最为关注的养老问题，“十四五”期间，无锡民
政部门将会从哪些方面为老百姓提供高质量服
务？

无锡市民政局局长 周立军：
“十四五”期间，民政部门将按照市第十四

次党代会提出的“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老有颐养”
要求，聚力“四个度”做文章、创特色。一是“优
供给”要更具力度。打造一批与老年人“养、食、
居”密切相关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完善医疗、
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接续性服务机制，2025 年
全市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家庭 1 万户。二是

“保基本”要更有广度。深化“原居安养”模式，

“十四五”末实现街道（镇）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
“全覆盖”，每个涉农市（县）区至少建有一所符
合标准、以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
的县级供养服务设施。三是“增活力”要更添速
度。全力推进长三角养老服务区域合作，率先
建成全国首个跨省县域幸福养老示范标杆区。
推进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十四五”末，
全市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床位占比达 80%以
上。四是“强监管”要更重精度。建立健
全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制度，建立多
部门联查联治、隐患通报、信息共享机
制，增强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防范
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

适老化改造怎么做？
原居养老是否有外援？
家庭照护床位怎么设？
……
“网事悉心办”聚焦养老服务，回应百姓关注问题

本报讯（晚报记者 黄孝萍、毛岑岑/文 李霖/摄）
养老问题事关为民生“加码”，为幸福“提速”。昨天下
午，由市委网信办、市民政局主办、江南晚报承办的“网
事悉心办”追踪市级重点项目“心系银发”微幸福工程，
近距离了解百姓关心的养老话题。

家住梁溪区扬名街道芦庄一区的许阿婆是一位独
居老人，因腿部骨折外加腰椎问题，对家居安全需求迫
切。今年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及施工改造机构对其卫生
间进行了盆改淋浴和防滑处理，并添加了床边扶手、厨
房燃气报警器等设施。她表示，改造比自己想的都周
到。截至2020年底，无锡已完成改造3556户，今年预
计完成约2500户，将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在中桥二村的周阿婆家中，便民服务中心通过居家
养老上门援助服务，为她提供了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关
爱在内的服务，让她的生活变得轻松多了。截至2020
年底，无锡接受居家上门服务老人占比超过15%，年投
入资金超1亿元，切实帮助老年人实现“垂暮不离亲，养
老不离家”的“原居安老”式理想养老生活。

对家住新光社区的高龄失能老人华阿婆来说，防褥
疮床垫、无障碍床边餐桌、洗澡椅等辅助器具，方便了家
人的日常照料；旺庄养老院的护理员每周为她提供3-5
次的清洁擦身、按摩护理、整理衣物、打扫居室等服务；签
约的家庭医生丁丽为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及康复护理指
导。这就是新吴区创新打造“1+3+N”复合型居家养老模
式，即设立1张护理型床位，融合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将养老资源与医疗资源有效整合。

现场走访结束后，在中科西北星科技有限公司会
议室，媒体代表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无
锡净慧养老服务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周妍介绍，他
们机构被锡山区确定为标准化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目前不仅接受本地区的五保户和其他政府供养对
象，还可满足周边乡镇社会老人的养老健身、精神文化
等需求。无锡市滨湖区百禾怡养院院长赵娟说，他们
在院内应用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后，管理者能够通过后
台数据直观了解到护理员一晚上巡查几次，分别在几
点几分，能在不打扰长者休息的前提下有效减少坠床、
跌倒情况的发生，全面提升科学化、智慧化管理水平。
市民政、财政、卫健、医保职能负责人、各养老机构相关
人员等回应了市民关心的养老话题。

自4月“网事悉心办”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小江
观察员”围绕开放公园管理、环境污染等问题深入基层一
线，开展25期实地巡访，协调30余个职能部门为网友答
疑解惑、排忧解难。同时，已组织开展4
期观察团活动，围绕“市场监管”“交通
运维”“城市安全”“养老服务”等民生热
点进行专题采访，与部门领导、职能处
室负责人点对点答疑、面对面交流，在
实地探访中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走进老人家中提供医疗照护走进老人家中提供医疗照护。。

问：养老服务精度，体现民生
保障温度。提升老人“微幸福”，

民政部门重点做了哪些事？
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 是炜云：

党史学习教育中，无锡民政部门聚焦老人最
急需的用餐、出行等问题，精心打造“心系银发”微
幸福工程。一是高标准实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
化改造。我市对特定老年人家庭给予最高8000
元/户的政府补贴，补贴标准位列全省设区市第

一。二是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市
已建成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18个，农村区
域性养老服务中心12家。三是试点家庭照护床
位，将养老资源与医疗资源有效整合进老年人家
中。四是扩大居家养老援助服务覆盖面。服务
对象由原先的8类扩大到了17类，服务内容涵盖
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四大
类，接受居家上门服务老人数占比超过15%，年
投入资金1亿元。

问：“原居安老”离不开完善的医疗保障，如何
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老有所医”？

无锡市卫健委老龄健康处副处长 尤玲玲：
一是健全医养结合服务体系。鼓励多种方

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多
样化的医养结合服务，按照“非禁即入”原则设
置，不受区域总量规划限制。二是完善老年医疗
服务支撑。加快推进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

础，老年医院和综合老年医学科为支撑的老年医
疗服务网络。目前全市二级以上公立综合性医
院设置老年医学科比例达85.5%。三是转变社区
为老服务模式。重点强化基层医疗服务网底作
用，突出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展家庭出诊、家庭护
理、特需服务等延伸性医疗服务。四是提高老年
健康管理水平。2020年共完成65周岁以上老年
人健康管理64.6万人，管理率75.8%。

问：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第六险”，无锡市
在这方面为老年群体做了哪些工作？

无锡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
理处处长 钱孝明：

为了解决长期失能人员护理保障问题，2018
年无锡市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工作，截
至2021年10月，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全市参保
人员627.58万人，累计4.71万人享受长期护理保
险，发放待遇（购买服务）7.55亿元，大大缓解了
失能人员护理服务的供需矛盾。

首先无锡市是从地域和人群上都做到了全

覆盖，为“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其次根据参保人员的护理需求，无锡市长期
护理保险覆盖医疗机构住院护理、养老（残）机构
护理和社区居家护理三种服务形式，符合条件的
参保人员可根据本人情况选择其中一种享受待
遇。目前我们对三种服务形式的支付标准予以统
一，其中重度失能人员按每天50元支付、中度失
能人员按每天30元支付。为方便参保群众，目前
可自由选择网上自助、定点护理机构网点和参与
经办保险公司网点三种途径进行失能评估申请。

问：养老服务工作需要强有力的财力支撑，
我市在财政支持上重点做了哪些工作？

无锡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处处长 陈磊：
投入机制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税收财力、福利

彩票公益金、慈善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多元投入的
保障机制。2020年全市各级财政投入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等相关资金约3.5亿元。加大对护理性床位
建设补助力度，对新建护理型床位每张最高资助2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17类困难、高龄老人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提供最高16工时的居家养老援助服
务。养老护理人员一次性岗位补贴最高1万元、入
职补贴最高6万元、特岗津贴最高每月补助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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