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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石岭塘社区的

周奶奶今年 76 岁， 如今子女已经各

自成家立业， 她和老伴独自生活。

提到自己目前的生活， 周奶奶的

感觉有些矛盾。 “跟许多卧床不能动

的、 家庭困难的老人比， 我应该是幸

福的， 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了， 我和老

伴每个月有 2000 多块的退休工资，

生活开销上基本不用愁。 可说实话，

有时候实在是太寂寞了。”

周奶奶的子女都在北京工作。

“其实我心里很惦念他们， 可又不能常

打电话， 怕影响他们工作。” 实际上，

即使有事， 甚至是上医院看病的事，

两老也不愿通知子女， “他们请假，

单位要扣奖金， 而且耽误工作……”。

2008年， 老人得知石岭塘设立了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于是他们几乎

每天都来服务站休闲娱乐。 老伴喜欢

打麻将、 下下棋， 周奶奶则喜欢在多

功能室里看看戏剧录像、 读读报纸，

或者和其他老人们聊聊家事。 “这样

生活会比较充实， 这里人多热闹， 不

像是在家里闷得慌。” 周娭毑现在快

乐了许多。

“服务站刚投入使用不久， 还有

很多功能设施正在逐步完善。 但已经

有很多老人过来， 有的中午还在这里

吃饭。 我们在社区购买了专门的理疗

仪器， 并为社区里的老年人们提供多

样的活动方式和场所。” 长沙市岳麓

区石岭塘社区主任李升告诉记者。

据长沙市民政局党委书记、 局长

贺国谦介绍， 这种通过居家养老服务

站， 引导大部分身体尚好， 能自我行

动的老年人走出家门， 到居家养老服

务站自愿接受服务是目前最主要居家

养老模式； 对那些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且行动不便的高龄、 空巢、 独居和病

残老年人， 社区则派服务员走进这些

老人家里开展服务。

家住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新天社区

的伍老是一名孤寡老人， 今年已经 86

岁了， 他不仅患有严重的眼疾， 而且

家境比较贫困。 社区居家养老工作办

公室了解这一情况后， 为他提供了上

门服务。

伍老享受的补助类型是每月 300

元服务券， 除送餐服务外， 她还能享

受每月 2 次保洁、 每月 2 次家务、 每

月 2次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每月 22

次送餐上门。

说起这些内容丰富、 贴近人心的

服务，老人很开心：“我年纪大了，腿脚

不利索，眼睛也不好，现在有人来给我

洗衣做饭，给我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

由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 为

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家政服

务、 康复护理等方面服务的一种养老

模式， 将传统上由家庭子女承担的生

活照料等一部分内容剥离出来， 由居

家养老服务机构来承担。 养老不离

家， 在长沙市一些社区， 已建立了社

区居家养老的服务中心， 成为老人们

聚会、 娱乐的养老中心， 老人们可选

择“白托” 和“全托”。

●本报记者 刘凯洋

《长沙关于推进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

实施意见》 规定， 凡长沙市户籍， 且住市内五区，

年满 70 周岁的散居“三无” （无劳动能力、 无生

活来源、 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 老人， 年满 60

周岁且日常生活需要半护理或全护理的散居“三

无” 老人、 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可申请享受每月

200 元或 300 元的政府购买服务。 年满 70 周岁子

女不在当地无力照顾的重度残疾老人； 年满 60 周

岁且日常生活需要半护理或全护理且子女不在当地

（长沙范围内） 的低保老人； 年满 80 周岁， 本人月

收入低于上年度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空巢老人

或子女残疾的高龄老年人， 可申请享受每月 100 元

或 200 元的政府补贴服务。

对以上援助服务对象， 由各区根据其服务需求

和调查评估结果， 发放一定数量的服务券， 由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站） 提供以日常生活照料为主的上

门服务和白托服务。

此外， 社会居家养老系统不仅为生活困难老

人提供社会援助， 有经济能力的老人也可以通过

“个人购买服务” 的形式， 享受收费性服务。

对验收合格的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财政资助启

动资金 3 万元， 其中设有“白托” 照料服务中心的可资

助至 6 万元， 社区（村） 居家养老服务站资助启动资金 2

万元。 建成后服务中心按固定生活照料服务（连续时间 6

个月以上） 每 50 位老人每年给予 1 万元运行补贴； 服务

站每年给予 1 万元运行补贴。 居家养老服务专项经费列

入财政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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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政局党

委书记、 局长贺国谦

介绍， 长沙市 1987

年就进入了老龄化城

市行列， 比全国平均

水平提早了 12 年。

2008 年底， 长沙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达 98.36 万人， 占全

市人口 15.3%。 随着

空巢老人、 高龄老人

的急剧增多， 传统的

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

化， 社会化养老需求

日益增加。 为此， 长

沙市探索出“居家养

老， 购买服务” 的形

式。

长沙市在全国中

西部地区率先推出的

《关于推进城乡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

实 施 意 见》 已 从

2009 年 7 月 1 日开

始实施， 全市部分

“三无” 老人、 特困

高龄老年人享受到了

政府购买服务。 目

前， 长沙市已成立

188 个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 2012 年前在

全市将建成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50 个、 服

务站 300 家， 促进社

会福利从补缺型向适

度普惠型转变。 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适合老

年人“养老不离家”

的传统观念， 让“社

会养老居家化， 居家

养老社会化”。

《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 中的调查显示， 90%

以上的老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都首选居家养老， 其次才

是进养老院。

空巢老人生活寂寞， 精神空虚， 身边没有子女照料，

缺乏充分的精神慰藉。 他们更多时候都是两个老人甚至

只有一位老人在家， 独自面对生活问题。 让这些老人进

养老院， 却因养老院生活成本相对偏高， 让很多家庭都

难以承受。 另外， 大多数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 到

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活。 于是， 居家养老成了大多数老

人的理想选择。

长沙市民政局局长贺国谦说： “居家养老最适合老

年人， 他们不用离开自己的家和熟悉的环境， 维持原来

的生活习惯和规律， 而且因为政府的补助， 老人又不增

加额外的开支， 无论从政府还是从个人来说， 都是最经

济实惠的养老方式。”

“关注老年人不只是政府行为， 而是全社会的责任，

应该动员社会力量， 让社会各界更多有爱心的人士参与

到这项事业来。 对于那些社会力量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服

务机构提供的养护服务， 按照国家、 省关于支持养老服

务等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老年服务机构用电按当地最优

价格收费， 用水、 用气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使用电

话及办理其他有关电信业务执行住宅电话资费标准。”

接下来， 长沙市将进一步丰富居家养老的内涵， 使

老人真正能在家里及附近区域便享受到所需要的服务，

真正感受到“老有所养、 老有所属、 老有所乐”。 力争

到 2012 年， 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和扶持、 社会各界力量兴

办、 市场化运作、 制度健全、 管理规范、 服务优化， 覆

盖全市城乡的基本满足居家老年群体多层次、 多样化服

务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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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面面观

长沙市雨花区构建“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 加快了农村公共

事业发展。 2 月 19 日， 90 高龄的沈若兰老人满意地认可服务， 并

在“服务情况认证表” 上签名盖章。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