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2013年7月12日 星期五编辑：贾臻 校对：丽清 组版：李琮
深 读 09

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行，我市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民营企业运作的养老和社区日
间照料服务新模式试水成功，深受社区老
人好评。

市民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说，近日，国
务院、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组来洛，给予我
市日间照料中心充分肯定。

在经费、人员困难的情况下，日间照料
中心如何“破冰”？

赵国华说，日间照料中心创办时间尚
短，很多具体操作仍在探索中，他们将根据
不同老人的差异化需求，提供更多低于市
场价格的有偿服务，寻求赢利点。他希望
通过开展各种渠道的养老志愿者工作，使

养老志愿者的活动长期化、制度化，让日间
照料中心健康运转。

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青年学者卢
守亭认为，以我市各社区目前的人力、物
力，单凭社区力量实现社区养老很难，而由
民营企业主办的养老机构面临房租和用工
成本较高、收费可能不被老年人接受的问
题。“涧西模式”，既可以降低老年人享受日
间照料服务的成本，又能丰富日间照料服
务的内容，这种新型养老模式具有开创性
和可复制性。

此外，政府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植，企
业开展更深度的多元化家政和配送服务，
才能让这种新生事物根深蒂固、开花结果。

我市试水日间照料新型养老模式

社区有了社区有了““托老所托老所””老人空巢不老人空巢不““空心空心””
本报记者 常书香 文/图

去年12月起，涧西区养老服务中
心尝试开办首家日间照料中心，目前
已成功复制11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公办民营社区养老“涧西模式”。该模
式受到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
组的高度肯定，全市各区纷纷学习效
仿。半年过去了，我市日间照料中心
已建成和完成选址 25 家。它们运营
状况如何？存在哪些难题？如何破
解？近日，记者进行调查走访。

“大妈，够不够吃？再来一个？”6月27日中
午，涧西区徐家营办事处北方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工作人员周霞给80岁老人金玉珍夹菜角。

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子，四五张小桌
子，消毒柜、电视、麻将、象棋、手指操、健康讲
座和老电影回放，让老人们乐不思蜀，渐渐把
这儿当成了“第二个家”。

该中心负责人金武鸣说，来此就餐的10
位老人一月只需交300元，就可以享用周一到
周五的午餐和晚餐。如果哪位老人有事请假，
可以把钱退给他。

在龙鳞路龙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固定
就餐老人有17人，年龄为70岁到90岁。

工作人员说，该中心开办之初，他们在社
区做宣传，还被不少老人误认为做生意的。
但试吃之后，这种养老模式被部分老人逐渐
接受。一对老夫妇行走不便，他们坚持每天
送饭上门，还特意免去了手续费。

天津路办事处厂前一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负责人介绍，开业4个月来，每天就餐的
老人有 20 位，来娱乐的老人每日约 30 人
次。随着服务项目的增加，老人不出小区就
能享受“10分钟养老服务圈”带来的各种便
捷服务。

在涧西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76324
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4.87%。而目前，该区
只有 10 家民办养老机构，床位 1500 余张。
就是说，7万多老人全部进入养老机构养老
不现实。

对日渐突出的养老问题，我市提出加快
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采取公建民
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补助贴息等多
种模式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
领域；计划到“十二五”末，使全市 90%的老
年人通过自我照料和社会化服务实现居家
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社区机构实现社区养
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集中养老；这
给日间照料中心的生存和发展留足了空间。

涧西区日间照料中心重点为辖区“三无”
孤寡老人、失独老人、低收入家庭老人、高龄老
人和独居老人等人群提供日间生活照料服务。

为帮助独居或子女工作繁忙的老人解
决午餐、晚餐问题，截至目前，涧西区已开设
11个日间照料中心，其中开设“小餐桌”服务
的有4家：徐家营办事处北方社区、龙鳞路龙
四社区、天津路办事处厂前一社区、长安路

办事处郑四社区，所有就餐老人还能每月享
受一次免费理发服务。

除了就餐服务，这些日间照料中心还开
设了休闲娱乐、保健讲座、理疗康复、医疗咨
询、精神慰藉、应急救助、膳食供应及文化等
多项服务，日间照料中心就仿佛是老人们白
天的“托老所”，满足了老年人养老需求，拓展
了老年人白天生活空间。目前在这些项目
中，收费的只有“小餐桌”、缝洗衣服等服务。

对不能“走出来”的老年人，有的日间照
料中心还开展上门服务，实行无偿、低偿、有
偿相结合的服务方式，有效解决老年人生活
的后顾之忧，真正做到“托老服务在日间照
料中心，老有所乐到日间照料中心”。

针对一些老人的个性化娱乐需求，武汉
路办事处武汉路社区、龙鳞路龙四社区、长
安路办事处郑四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还利
用社区老年人资源，成立老年合唱队和腰鼓
队，定期开展活动。

据涧西区养老服务中心粗略统计，开办半年
多以来，每天每个照料中心至少有30位老人，涧
西区11个日间照料中心共服务老人4万人次。

民政部要求到 2015 年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将实现城市社区全覆盖和在农
村社区超过 50%的覆盖率，基本建立起
形式多样、方便适用的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网络。

也就是说，到 2015 年年底，我市 164
个社区和半数以上农村社区要实现日间照
料服务全覆盖。

市民政局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年底，我市将拟建成 80 家日间照料中
心，目前已经建成12家，其中，涧西区建成
11家，洛龙区1家（开元路办事处天元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其他12家分布在各区，用
房选址已确定，正在筹建中。

记者走访得知，已建成的日间照料中
心大多靠“小餐桌”收费维持，前期投入较
大，资金紧张，勉强维持；多数计划建设的
日间照料中心，因基础用房提供困难进度
受到影响。

涧西区养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赵国
华坦言，目前，政府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基础

用房提供有一定困难，政策性资金还有一
定的缺口，加上老年人对养老购买服务的
认识不够，所以要做大做好尚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

记者随机采访了10位没有参与日间
照料中心的社区老人，3 人不知道还有这
样的养老机构，7 人认为去日间照料中心
会觉得很没面子，担心邻居误认为子女不
孝顺。

此外，专业服务人员难招也制约其
发展。

各日间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除接受
短期培训外，还要统一考取相关资格证
才能上岗，上岗后还要接受 3 个月的试
用期。

“不瞒你说，我来这儿之前，这里的工
作人员走了好几拨。”天津路办事处厂前
一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说，因为照顾
老人工作累，压力大，报酬低，有一些工作
人员辞职，但运行一段时间后，队伍已经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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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路办事处厂前一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里，老人在下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