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福建省厦门市江头街

道（园山）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飘出热腾腾的粥

香。花甲之年的陈爷爷因疾病行

走不便，拄着助行器缓步前进，

刚在适老化餐桌前坐下，护理员

小林已将温热的早餐端至面前。

陈爷爷是中心“短托养老”的

常客，平时大半时间都和妻子居

住在家，由于妻子每季度需出差

一周左右，这已经是陈爷爷第三

次“短托养老”入住于此。“‘短托

养老’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让我外出工作时安心不少。”陈爷

爷的妻子说，后续自己需要外出

时，丈夫还愿意“短托”在这里。

术后初愈，老人急需专业护

理，家人缺乏专业技能而力不从

心；子女计划短期外出，却因家中

年事已高的长辈无人照料而踌躇

不决……越来越多的场景催生临

时照护需求。福建省民政厅数据

显示，截至 2024年年末，全省常
住人口 4193万，其中 6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 780万人，占全省

常住人口的 18.60%；65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 541万人，占全省常
住人口的 12.9%。全省 65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18.5%。

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

的变化，养老问题日益受到关

注。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

需求，福建各地积极探索并推行

“短托养老”服务，打造集助餐、

康复、社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空

间，以灵活模式托起银发老人的

幸福晚年，为老人及其家庭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福祉。

野喘息服务冶
解家庭野燃眉之急冶

厦门 72岁的社区低保人员
刘阿婆，去年不慎摔倒，双侧手

臂骨折，但因家里经济收入低，

出院后无力请人照顾，日常生活

陷入困境。园山社区书记萧娜芬

了解情况后，推荐其入住中心，

并为她支付了大部分入住费用，

刘阿婆在这里得到了精心照料。

短则几天、长则一个月的灵

活托养，既让老人获得专业照

料，又让疲惫的家属得以“喘

息”，这种服务被业内称为“喘息

服务”。

“一些老人在‘短托养老’的

过程中，体验到养老院专业的照

料服务，在‘短托养老’结束后转

为长期入住。”天地青鸟（厦门）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曹连

英解释了这项服务的意义所

在———“喘息服务”“短托养老”

就像“养老救火队”，帮助解决家

庭养老中遇到的“又急又愁”的

难题。

福建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短托养老”

服务主要面向有临时托养需求

的老人，如子女外出、家政人员

节假日返乡、老人术后短期专业

照护等情况。服务内容丰富，涵

盖住宿、餐饮、基础护理以及个

性化的康复训练和心理关怀等。

政策春风催生实践创新。作

为省会城市，福州市在《进一步

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

中专项列出加大财税扶持措施，

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在社区依托

固定场所设施，采取全托、日托、

上门等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养

老服务的机构，其提供养老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减

按 90%计入收入总额，对用于提
供养老的房产、土地，符合条件

的，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

政策。

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福建各

地兼具灵活性与专业性的“短托

养老”正在成为居家与机构养老

的柔性衔接点，托起多数老年人

的幸福晚年。

从野空间重构冶
到野服务增值冶

在福州，古稀之年的林依伯

（依伯为当地对年长男性的称呼）

因骨折入住一家养老机构的“短

托养老”专区。这里不仅配备防滑

地胶、智能床垫等适老化设施，更

通过“9点钟课桌+11点钟饭桌”
模式，让老人在康复训练后能参

与书法班、智能手机课堂。“女儿

在国外出差 3个月，本以为会孤
单，没想到这里比家里还热闹。”

林依伯展示着手机里新学的拍摄

视频，笑容里满是获得感。

林依伯这种“短住长乐”的

场景，源于福建对养老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记者从福建省民

政厅获悉，截至 2024 年年末，全
省养老机构和设施总数 1.96 万
个，其中养老机构 1237家，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1.84万个，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662
所。全省在运营长者食堂（含助

餐点）2630个。全省各类养老服
务床位 29.5万张，养老机构护理
型床位占比提高到 74.5%，每千
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达 37.18
张。依托养老机构和设施，福建

各地支持有条件地开展“短托养

老”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公建民

营”“以奖代补”等机制，福建省加

快构建“福见康养”服务体系，在

全省推行“居家—社区—机构”三

形态综合模式，将“短托养老”服

务嵌入社区养老网络，形成“日常

助餐+短期照护+持续康复”的闭
环。同时落实省委、省政府惠老工

程，推动“养老”向“享老”升级，实

现“老龄”变“乐龄”。

养老服务关系千家万户，事

关百姓福祉。厦门市民政局开发

应用“邻安康”智能终端，打造长

者安全守护平台。当老年人出现

突发状况，平台自动报警，助老

员接收报警信息后立即上门查

访援助，并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和

医疗救援力量，有效解决社区老

年人特别是失能、孤寡老人居家

照护和安全问题，为老年人提供

全天候智能化安全守护。

“‘短托养老’不是简单把床

位出租，而是构建医疗康复、生

活照料、精神慰藉的三维服务体

系。”“‘短托养老’就像养老领域

的‘共享充电宝’，随时补位家庭

照护的空档期。”有业内人士点

评道。

福建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老人而言，

“短托养老”提供了体验不同养

老方式的机会，帮助他们找到最

适合自己的养老模式。一些老人

在“短托养老”期间结识了新朋

友，参与活动，生活变得丰富多

彩；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也更好

地满足了他们的健康需求，有助

于身体康复。从家庭角度来看，

“短托养老”为子女提供了灵活

的养老选择，不仅让子女能安心

工作和处理事务，还能缓解他们

长期照顾老人的压力，给予他们

休息和调整的时间。

从长者食堂的袅袅炊烟到智

慧平台的嘀嘀警报，从医养结合

的专业守护到文化养老的精神滋

养，福建的“短托养老”服务创新

实践，不仅解决了许多家庭的“喘

息之困”，更描绘出一幅“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

图景。

渊据叶中国妇女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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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院野短托养老冶破解居家养老野喘息之困冶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如何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2025年以来，重庆市推出全国养
老服务高技能人才公费培养试

点项目和居家适老化改造“焕

新”补贴政策，以两大创新举措

为支点，撬动山城养老服务的全

新升级。

育才野种苗冶
破解养老人才困局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

重庆 60 岁以上老年人已达 801
万，占比 25.11%，老龄化程度逐
年加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全市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1.7
万人，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 1.5
万人，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为突破这一瓶颈，重庆创新

推出养老服务高技能人才公费培

养试点项目。该项目由市民政局

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联合打

造，实施时间为 2025年—2027年
共三届，限生源地为重庆的高中

阶段学校毕业生（含同等学力）报

考，计划每届招收 100人，三届一
共招收 300人。今年，通过全国统
一高考，在高职专科批实施录取，

安排招生计划 100人。
考生只需符合参加相应考

试且成绩达标、填报专业志愿、

热爱养老服务工作等条件，就有

机会成为“公费生”，享受免学费

住宿费、奖助学金等福利，还能

获得丰富的实习实践与交流机

会。毕业后，他们将在养老护理

员、康复治疗师等岗位开启职业

生涯，转正后薪资稳定在 5000至
7000元，还享有五险等福利。

为了保障试点项目顺利实

施，市民政局打出“引、育、评、

用、留”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人才

培养与发展。在经费保障上，拟

投资近 1000万元，全额承担学生
在校期间每年 7000余元的学费、
住宿费；试点项目实行“定单式”

培养、定向就业，项目招收的学

生须与学校、市民政局签署定向

协议，毕业后由市、区两级民政

部门统筹安排至主城都市区品

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养老机构

工作，履约服务不少于三年。

在培养模式上，围绕职业岗

位能力需求开设课程，试点院校

将把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等理念融入教学，聘用

试点养老机构高水平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到学校兼职任教，定

期组织学生到试点养老机构实

习实践，引导学生在校期间取得

养老护理员等相关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推动人

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在

职业发展方面，打通晋升通道，

鼓励从优秀公费毕业生中选拔

管理人才，破除职业晋升“天花

板”，让公费毕业生能在养老服

务行业干长久干出名堂。

适老野焕新冶
点亮居家幸福之光

除了培育专业养老服务人

才，居家适老化改造“焕新”补贴

也为老年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便利与温暖。

2025年上半年，市民政局、
市商务委制定了《2025年重庆市
居家适老化改造“焕新”补贴政

策实施方案》，该政策打破户籍

限制，全市常住 60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均可按规定流程获取申

购资格，不方便自行购买的老人

还可由他人代买代付享受补贴。

补贴产品涵盖 7大场景 39类，从
地面防滑产品到智能监护设备，

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居家适老化

改造需求。

在补贴标准与方式上，老年人

或其代理人通过“渝快办”APP、
“渝悦·养老”应用、“居家适老化改

造焕新补贴”模块获取申购码，在

购买产品交易时出示申购码可直

接按照补贴标准 20%进行立减，还
可重复使用至补贴限额 3000元，
提高老年人消费体验。

为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市民

政局通过征集“焕新”服务平台、

简化补贴资格申报、支持全程信

息化办理、设立展示体验场所、加

大宣传引导培训，多管齐下，有序

推进 2025年度的居家适老化改

造产品“焕新”补贴政策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老年

人实地体验，参与商家除了要有

较好的实地展示样板间或体验场

所，还需在“焕新”服务平台上使

用电商服务功能，从而实现“老年

人线上查找产品+老年人线下体
验产品+销售人员服务老年人交
易+商家交易痕迹管控+参与商
家申报补贴”的全流程把控。

以张大爷为例，他患有听力

障碍，一直想购置一台助听器改

善生活。得知“焕新”补贴政策后，

张大爷通过“渝快办”申请到补贴

资格，选购了一款价值 8000元的
骨导式助听器，使用补贴码后，直

接立减 1600元，仅花费 6400元
就将心仪产品带回家，剩下的补

贴额度还能用于购买其他适老产

品，极大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

人才“育苗”强根基，适老

“焕彩”暖人心。重庆市民政局以

“人才造血”与“服务输血”双策

并举，为养老服务注入专业力

量，让居家养老焕发新生。

渊据重庆市民政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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