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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深观察

激发“银发人才”聚能发热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围绕老年助餐、适老化改造等建言献策

“十四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人，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
阶段。2023年是“十四五”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党和政府聚焦家庭和个人在养老生活中
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出台实施了一系列制度、举措和办法，有力夯实了养老服务体系的
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建设，为“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起到重要作用。
在今年的青岛市两会中，“养老服务”成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他们在老年
助餐、适老化改造、“银发人才库”等各方面畅所欲言，推进青岛基本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老有可为，老年人依然可以献策献
力。市政协委员王可锋提出，可以学习
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设“银发人才库”。他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可将“银发人才”进
行定位，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
信息，了解退休人员的岗位、专业、需求、
技能和意愿，为后续的建设工作提供参
考依据。还要倡议社会组织参与，通过
各类社会组织或者网络平台，为“银发人
才”提供就业信息、培训资源、志愿服务、
专业对接，这些社会组织或平台可以与

企业、政府和社区等相关方合作，共同推动
“银发人才”参与公益性、商业性等活动。

王可锋认为，“银发人才库”是一个双
向服务的信息平台，一方面平台为“银发人
才”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可以组织各种培
训班和讲座，提升退休人员的技能和知识
水平；另一方面，将具有高素质的专家安排
与企业和雇主合作，为退休人员提供就业
机会，为高端“银发人才”提供科技攻关、行
业引入、公益指导、扶贫减灾等核心工作，
引领“银发人才”献智出力。

●市政协委员 王可锋

推动建立“银发人才库”

市政协委员王红迪指出，在青岛市
推广开展社区康复辅具租赁服务对减轻
伤老病残群体家庭的资金压力、提高康
复质量、助力普惠养老具有重要意义。

王红迪建议，通过以下措施在青岛
市范围内推广康复辅具租赁服务：第一，
支持青岛市有实力有意愿的民营企业兴
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实体以及与租
赁服务相关的清洗消毒、配置评估、物流
递送等机构。优先支持建立具有一定规
模的技术服务中心，集中开展康复辅助

器具清洁、消毒、保养、维修及配置评估等
相关工作。第二，为青岛市康复辅具租赁
企业提供集中采购和金融支持。第三，支
持有能力提供康复辅具租赁服务的主体利
用现有的社区服务网络、社会福利机构、医
疗、养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支持需求较大
的社区与专业企业结对先行开展服务试
点。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加快培育辖区内
各类康复辅助器具服务资源，为拟定试点
方案、制定补贴目录、培养专业人才等打好
基础。

●市政协委员 王红迪

推广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

“在更多社区建设专门的老年食堂，
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健康且温馨的就餐
环境。”市政协委员李秋航一直关心老年
助餐服务，她提出，第一，要出台政策吸
引社会力量参与食堂建设，增强老年食
堂的政策支持和补贴标准，吸引社会力
量参与老年人餐饮服务体系建设。第
二，合理定价，确保可负担性，可以实施
政府补贴、社会捐助或食堂自身的跨年
龄群体商业模式等多种方式，让所有老
年居民都负担得起餐费。第三，标准化

建设和食品卫生管理确保老年食堂环境的
卫生、规范，建立监管及奖励机制。第四，
营造舒适的物理环境，要充分考虑到老年
人的身体状况和行动便利性，在选址上优
先选择一楼或低层的街边店铺，餐厅的门
口不应设置门槛等。第五，提供营养均衡
的饮食，食物的选择应丰富多样，兼顾老年
人对软食、低盐、低糖和高纤维食品的需
求。第六，在农村建设老年食堂时，应适配
农村老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优先选
择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作为试点。

●市政协委员 李秋航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老年食堂建设

市人大代表林华发现，青岛尽管
采取了一定的推进措施，但公共场所
适老化环境建设仍有待提高。“因历史
发展等客观因素，适老化设施的建设
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新建设施满足
适老化设计要求，但相对独立不与周
边衔接；一些老旧公共设施限于原设
计、周边环境等，适老化改造难度比较
大。总体来说，公共场所的适老化环
境建设，面临的困难较多。”林华建议，
青岛可以从加强小区环境适老化建设

入手，推进小区无障碍设施改造，加装电
梯落实“能装尽装”，落实适老化活动场
地改造等。要加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
改造，加大已有政务服务部门、医疗卫生
机构、公园、展馆、车站等公共服务场所
的适老化设施改造，满足老年人融入社
会的基本环境条件和诉求，让他们切实
感受到国家温暖、社会温度。建议青岛
市打造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示范城
市，统筹养老服务体系，以此推动公共场
所适老化环境建设。

●市人大代表 林华

推进公共场所适老化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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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出台27条措施
让“养老”变“享老”

2023 年 12 月 28 日，市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设施
建设等六个方面制定 27 条具
体举措，形成指导今后一个时
期我市养老服务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实施意见》发布了《青岛
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针对一
般老年群体、经济困难老年人、
特殊困难老年人、对国家和社
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年人以及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老年人制
定 37 项基本养老服务项目。
我市健全覆盖城乡、分布均衡、
功能完善的区（市）、街道（镇）、
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设施网
络，各区（市）至少建有 1 处以
失能特困老年人专业照护为
主；街道（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在全覆盖的基础上实现完善
提升；实现社区（村）养老服务
站基本全覆盖，鼓励网格村根
据实际情况设立养老服务站。
积极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家门口的助老食堂
吃出幸福味道
猪肉炖土豆、炒菜花、西红

柿鸡蛋汤……临近中午，平度市
南村镇空港村洪中自然村助老
食堂里，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刚刚
出锅，村里的老人“闻香”而来。
这家助老食堂自2021年8月启
用，主要为村里68名80岁以上
的老人和13名60岁以上的低保
特困户提供午餐。即墨区根据
老年人居住分布和需求情况，
按照“15分钟养老服务圈”的原
则，建成镇街级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17处，整合村（居）养
老服务站100个，目前全区已运
营助老食堂110处，有12600多
名老人享受到助餐优惠政策。
西海岸新区创新“1＋N＋6”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即在每
个镇街至少建设1处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周边N处
服务驿站，为老年人提供助餐、
助医、助洁等服务。

目前全市已建成运营老年
助餐服务机构938家，累计服务
老年助餐约127万人次，形成助
餐消费 1054.6 万元，实现政府
补贴约6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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