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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卫生、 住得舒服、
过得惬意……对老人来说，
晚年生活健康、 快乐是最重
要的。 那么， 该如何满足居
家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
务需求，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品质呢？ 本市正全力推广的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无疑是个
可行的选择。 作为政府为社
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途径， 今
年， 本市将在城六区试点建
设15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惠及更多居家老年人。

便捷———
驿站成老人“服务管家”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利用社
区资源， 就近为有需求的居家老
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陪伴护理、
心理支持、 社会交流等服务， 由
法人或具有法人资质的专业团队
运营的为老服务机构。

可以说 ， 驿站是街道 （乡
镇） 养老照料中心功能的延伸下
沉， 作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
是政府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
老服务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途径，
是社区老年人家门口的 “服务管
家”。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 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呢？ 近日， 记者来到三里屯幸福
夕阳托老中心。 这间位于朝阳区
三里屯南42号院的托老中心， 于
2014年7月正式招住老人 ， 可提
供全托、 日间照料、 老年餐桌等
多项服务。

中心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
虽然条件有限， 不能在中心内为
更多的老龄人口服务， 但以中心
为基地， 延伸出触角， 不断扩展
自身的服务范围， 中心服务范围
以北三里社区为中心， 涵盖其他
社区， 覆盖整个三里屯区域。

此外， 该中心还十分关注老
年人心理健康。 推行老人互帮互
助 ， 以 “小 ” 老人帮 “老 ” 老
人， 促进交流， 增强老年人满足
感， 确保他们的心理健康， 并根
据需要为老人提供精细化、 专业
化、 个性化服务。

不仅如此， 中心还购进便携
式床上助浴设备、 爬楼机， 为住
在老旧小区内行动不便的老人提
供助浴服务。 另外， 近期， 他们
还根据居家老人需求， 尝试开展
了夜间陪护服务。

与三里屯幸福夕阳托老中心
相同， 劲松老年家园的劲松街道
养老照料中心内也住着多位安享
晚年的老人。 重新装修后的劲松
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共有床位65
张， 使用面积约1100平方米。 中
心全部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 24
小时全方位的呵护老年人的健
康。 各房间均配有呼叫系统、 电
视、 空调、 冰箱、 衣柜等生活服
务设施。 中心还配有有执业资格
的专 （兼） 职保健、 护理人员，
可同时满足65名入住老年人的服
务需求。

对于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提供
的这些服务内容， 采访中不少市
民表示， “如果居住的社区能有
这样一个集生活照料 、 陪伴护
理、 社会交流等服务为一体的养
老驿站， 确实能让老年人的生活
更充实也更有保障。” 王彩霞今
年65岁， 现在她每天的生活就是
照顾孙子、 伺候老伴。 “生活安

排的很紧凑， 但没什么乐趣。”
王彩霞觉得， 退休这几年过

得越来越单调。 “我有个同学家
住在西城区， 听说她所在的街道
有驿站式养老照料中心。 她每天
的生活特别精彩。 在照料中心，
老人可以根据兴趣参加各种活
动， 比如做手工、 练书法， 还能
做康复。” 王阿姨急切盼望着这
样的社区养老驿站能够来到自己
身旁。

保障———
政府搭台整合资源解决困难

不久前，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 《关于加快本市养老机构建设
的实施办法》， 对社会资本投资
养老设施建设在土地供应、 建设
支持、 运营资助、 税费政策等方
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 有效地
激发了养老服务业的社会化发展
进程。

其中 ， 明确了土地供应方
式。 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非营利性
的集中养老服务设施， 采取划拨
方式供地； 企业单位利用自有土
地建设非营利性的集中养老服务
设施， 采取划拨方式供地； 企业
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营利性的
集中养老服务设施， 采取协议出
让方式供地； 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营利性集中养老服务设施， 采取
限定地价、 规定配套建设和管理
要求的招拍挂方式供地； 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集中养老服务设施， 采取占地
方式。

不仅如此， 办法还提到加大
资金扶持力度。 提高了对非营利
性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支持资金
补助标准， 符合建设规划和法律
法规要求的新建、 扩建具有护养

功能的集中养老服务设施由市政
府固定资产投资给予每张床位4
万元至5万元补贴。 提高了给予
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非营利性集
中养老服务设施运营补贴标准，
接收生活能够自理老年人的补贴
标准为300元/人/月 ； 接收生活
不能完全自理老年人的补贴标准
提高至500元/人/月。

此外， 为及时、 科学、 综合
应对人口老龄化， 逐步满足居家
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
求， 增进老年群众福祉， 提高老
年生活品质 ,构建具有首都特色
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不久前，
本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
市实际情况 ， 以百姓需求为导
向， 围绕十个重点难点问题， 出
台了 《支持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十
条政策》。

为了将这项便民服务落地，
本市出台了 《北京市关于开展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 》，
明确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标
准和保障措施。 并提出要规划建
设一批具有日间照料 、 呼叫服
务、 助餐服务、 健康指导、 文化
娱乐、 心理慰藉等功能的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 满足居家养老的基
本服务需求。

为解决场地难寻 、 场租昂
贵、 建设成本高的问题， 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的建设由各区政府通
过资源整合 、 置换 、 新建 、 购
买、 租赁等方式无偿提供服务设
施， 因地制宜给予一次性开办相
关支持 ， 委托社会力量低偿运
营 ， 并实现名称 、 功能 、 标识
“三统一”。

以三里屯幸福夕阳托老中心
为例， 三里屯街道办事处对养老
中心给予了极大的投入。 包括中
心用房每年的房租30万元， 装修

改造费用200万元， 设备购置费
用150万元， 院内环境秩序整治
及聘用保安人员50万元。

此外， 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 协调城管、 公安、
工商、 食药、 房管等多个部门对
养老中心外围的同里地区进行了
为期半年的联合整治， 下大力气
解决外围环境的问题， 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为养老中心的顺利运
营创造了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

据了解， 今年， 在城六区试
点建设15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2020年， 实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全覆盖， 与街道 （乡镇） 养老照
料中心互为补充， 共同为居家老
年人提供服务。

规范———
养老标识全市统一推广使用

采访中， 记者发现， 尽管本
市已设立多家养老照料机构， 但
也有人对此并不了解。 为塑造北
京养老品牌 ， 发挥标识导向作
用， 便于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熟
悉北京养老服务设施， 就近就便
享受养老服务， 树立北京养老服
务良好社会形象， 不久前， 本市
发布北京养老标识， 并将在全市
统一推广使用。

按照全市所有养老机构、 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实现名称 、 功
能、 标识 “三统一” 的要求， 养
老服务标识应标准统一、 形象一
致， 便于识别。 据了解， 对已建
成的养老照料中心， 由市老龄办
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
位， 统一设计， 统一制作， 统一
安装。 统一名称为 “区名称+地
域+养老照料中心+企业标识”。

此外， 现有的其他养老机构
逐步使用 “北京养老服务 ” 标
识。 统一名称为 “区名称+机构
名称+企业标识”。 对今后新建的
养老机构， 由各区按照统一的标
识图案、 规格、 材质、 工艺等进
行建设施工， 项目投入使用前统
一悬挂标识。

对今年建设的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 将按照统一的标识图案、
规格、 材质、 工艺等进行建设施
工， 项目投入使用前统一悬挂标
识。 统一名称为 “区名称+社区
名称+养老服务驿站+企业 标
识”。 此外， 北京养老服务标识，
也可用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的平面宣传如海报、 手提袋、 信
笺设计等 ,还可用于社区居家养
老工作人员的服装设计配饰、 养
老助餐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