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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位老人参与调查，《重庆养老需求问卷调查》出炉

重庆近八成老人希望在家和社区养老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重庆老人的

养老需求是什么？他们最关注什么问题？10
月22日，由重庆日报发起的《重庆养老需求问
卷调查》出炉，7311位重庆老人参与问卷调
查，提供了数万条真实有效数据。

《重庆养老需求问卷调查》于10月7日启
动，内容涵盖身体状况、养老方式、服务需求、
社交活动等方面，聚焦老人期待，向60周岁及
以上的老人征集意见和建议。

半个月来，参与问卷调查的老人的年龄从
六十几岁至九十几岁不等。他们中55.3%独
居或与老伴居住，为空巢老人；41%与子女居
住在一起。43%的老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至
3000元之间。

在老人现在的健康状况及生活自理能力
方面，选择“很好，完全能自理”和“比较好，能
自理”的老人约占73%，但仍有7.1%的老人为

“很差，完全不能自理”和“较差，半自理”。
养老方式是老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接

受调查的老人中，近八成选择“家庭养老”和
“社区养老”，11.8%选择“机构养老”。

近年来，我市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合
理布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已建成运营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22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912
个，每个城市街道覆盖2—3个高品质养老服
务设施，实现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老人使用过这些养
老服务设施。

在“您希望社区为老人提供哪些服务”中，
谈心陪伴等精神慰藉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
疗服务（量血压、康复护理、健康咨询等）、家庭
清洁卫生服务、送餐服务占前五，分别为
52.3%、51.8%、48.6%、40.1%、35%。在老人

“最迫切需要的上门服务”中，助洁（洗衣、打扫
卫生、理发等）、助行（陪同就医、陪同散步、日
常陪伴）、助餐（上门送餐）居前三位，分别是
41.9%、34.8%、29.5%。

调查数据显示，重庆老人的日常生活安排
丰富，继续工作、休闲娱乐、整理家务、帮子女
照看孩子、和周边邻居聊天、逛街、串门、看电
视、跳舞、练太极等均是高分选项。其中有
34%的老人曾经参加过志愿（义工）服务，在闲
暇时间，45%的老人愿意成为社区志愿者，另
有33.5%视情况而定。

在学习方面，老人们主要通过电视报纸、
刷手机视频、阅读书籍、社区会议讲座、老年兴
趣团体、老年大学等渠道获取信息，近88%的
老人认为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要或重要。

在健康方面，超过六成老人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糖尿病、骨质疏松、慢性支气管炎、慢
性胃炎、关节病等慢性病。56.6%的老人半年
或一年进行一次体检，但仍有6.6%的老人很
多年没有体检过。在就医习惯方面，选择“症
状加重时去看病”“能不看就不去看”“从不看
病”的老人分别为18.4%、14.5%、1.8%。

问卷调查显示，75.3%的老人对现在的生
活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

本报记者走上街头采访，并联合社区上门
入户调查。老人们对重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养老服务，提出了一些建议。

北碚区东阳街道磨心坡村的老人杨中学
平时爱好钓鱼、爬山，他希望村里多组织此类
活动，给老年人创造交友机会、丰富老年人的
生活。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钢堰社区的老人
王世容建议政府为独居老人拓宽慢病检测、中
医养生等医疗上门服务。渝北区龙山街道龙
山路社区的老人苏万菊说，这些年社区为老人
开展了送饭、打扫卫生、家电维修等上门服务，
希望拓宽服务项目和范围，推广到更多社区。
江北区华新街街道大兴社区的老人袁志秋说，
老年人吃饭很麻烦，社区刚开设了社区食堂，
很受老人欢迎，希望政府开设更多社区食堂，
让更多老年人吃上暖心餐。

居住情况
独居 1515..22%%

与老伴同住 4040..11%%

与子女同住 4141%%

收入情况
3000元至5000元 1515..77%%

1000元至3000元 4343%%

1000元以下 3434..99%%

健康状况
很好，完全能自理 4747..66%%

比较好，能自理 2525..44%%

较差，半自理 55%%

很差，完全不能自理 22..11%%

体检情况
半年进行一次体检 1010..99%%

一年进行一次体检 4545..77%%

多年没有体检 66..66%%

就医习惯
症状加重时去看病 1818..44%%

能不看就不去看 1414..55%%

从不看病 11..88%%

生活状况
非常满意 3333..33%%

比较满意 4242%%

一般 1919..55%%

家庭养老 6868..77%%

社区养老 1111%%

机构养老 1111..88%%

谈心陪伴等精神慰藉服务 5252..33%%

文化娱乐服务 5151..88%%

医疗服务 4848..66%%

家庭清洁卫生服务 4040..11%%

送餐服务 3535%%

助洁（洗衣、打扫卫生、理发等） 4141..99%%

助行（陪同就医、陪同散步等） 3434..88%%

助餐（上门送餐） 2929..55%%

希望社区为老人提供的服务

最迫切需要的上门服务

希望的养老方式

数据来源：重庆日报《重庆养老需求问卷调查》

重庆养老情况及需求 这些热词高频词 最受重庆老人关注

重庆日报：请您介绍一下我市
目前的老龄化现状，近年来有哪些
应对举措？

市民政局负责人：人口老龄化
是当代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趋势。

我市是全国老龄化问题较为突
出的省市之一。据最新数

据，我市60周岁及以上
常住老年人712.11

万人，占人口总
数 22.16% ，居
全国第五；65
岁及以上人
口 588.16
万人，占人

口总数18.30%，仅次于辽宁省，居
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空巢老年人
112万余户。总体上看，我市人口老
龄化呈现出进入早、基数大、增速
快、高龄多、空巢化等特点。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养老服务工作，全市上下围绕构建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全力以赴补
短板、固底板、惠民生、防风险，为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一是基本实现城乡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全覆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运行网络织密织紧。

二是基本形成市场社会积极参

与的良好氛围，开展普惠养老城企
联动专项行动，支持社会力量利用
国有存量资产和社会闲置房产开展
普惠养老服务。

三是公办养老机构兜底保障能
力持续提升，升级改造乡镇敬老院
529家，建成功能完善的失能老年人
集中照护中心60所。

四是建立老年人福利补贴制
度，每年为特困人员发放高龄失能
补贴，为高龄老年人发放津贴。

五是深入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长期护理保险
等国家试点工作，创建全国智慧养
老示范基地和企业8个、全国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优秀案例5个。

重 庆 现 状 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多

10月22日，记者就《重庆养老需求问卷调查》中出现的一些热词、高频词，专访了重庆市民政局负责人。

重庆日报：调查结果显示，近八
成老人希望在家和社区养老。对
此，我市有何应对？

市民政局负责人：近年来，我市
大力推动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
质增效。

一方面，持续深化设施建设。
巩固拓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成果，依照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合
理布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已
建成运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220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912个，加上
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420个，每个
城市街道覆盖2—3个高品质养老

服务设施，实现城市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全覆盖。

另一方面，持续完善服务功
能。在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为社
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医等35
项基本社区服务，实现“老有所乐”；
在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设置全托床
位，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全周
期托养照料服务，实现“老有所养”；
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为统领、社区
养老服务站点为支撑，依托智慧养
老大数据平台，提供线上线下居家
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依”。

目前，全市已设置助餐点1665

个、助浴点597个、助医点1003个，新
增护理型床位近8000张，新增居家
上门服务站点1366个，社区居家基本
养老服务每年惠及100万名老年人。

同时，我市还不断深化“机构建
中心带站点进家庭”运营模式，进一
步巩固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养老服务站，统筹整合各类公
共服务资源，综合利用医疗、文体、
公园等各类现有设施功能，建好织
密养老服务综合体，共同打造“一刻
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获取基本
养老服务更加便捷可及、更加贴心
暖心。

服 务 质 量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重庆日报：今年5月，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家基本
养老服务清单。重庆的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有什么内容？

市民政局负责人：市民政局以出
台实施意见、发布本地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为重点，牵头做好市级层面基本
养老服务制度设计。今年8月，市委
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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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庆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该清单坚持对标对表，突出惠

民有感，让区县政府对现阶段保障
养老服务“重点要保什么”“保到什
么程度”做到心中有数，把有限的财
力用到老年人最关心的领域、用到
老年人生活最需要的关键环节。

其中，《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明确的16个服务项目全部纳入
我市清单，确保国家要求落实到

位。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65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8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高龄津贴等。

在此基础上，我市又新增提出
“健康管理服务”“困难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城市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农村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等4个服
务项目，这些项目都是老年人普遍
关注和欢迎的项目。

服 务 清 单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含20个服务项目

重庆日报：我市的社区老年食堂
建设情况如何？民政部门如何规范
相关环节，让老人吃得舒心又放心？

市民政局负责人：社区老年食
堂托起的是老年朋友的“幸福餐
盘”。今年以来，市民政局把老年食
堂建设纳入主题教育“民政惠民有
感”十项实事项目，印发《推进老年
食堂建设实施方案》，计划年内新建
完善老年食堂500家，促进老年人
就餐便利化、可及化，切实解决老年
人特别是孤寡老人就餐不便问题。
目前，全市已新建老年食堂365家。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聚焦老年

群体需求，着眼可持续发展，积极探
索老年食堂建设运营管理新模式，
努力为老年朋友提供更贴心、更周
到、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让老年
人们胃暖心更暖。

一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新城
区建设工作，综合考虑辖区人口聚
集规模、老人就餐需求等，按照“一
刻钟”就餐服务圈合理布局。

二是提升助餐质量，制定老年
助餐服务规范，做好相关信息公示，
指导老年食堂做好管理与服务工
作，制止餐饮浪费；开发助餐服务信
息平台，集成助餐相关数据信息，引

导老人“线上”点餐；整合多方服务
资源，在满足老人助餐需求的同时，
延伸提供康复护理、文化娱乐、日间
照料等服务。

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压实运营
单位主体责任，指导老年食堂运用

“重庆市阳光食品”App自律管理，
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信息
公开，线上线下做好食堂资质证照、
员工健康证公示，全面推行后厨关
键环节“互联网+明厨亮灶+AI智能
识别”；强化管理规范，开展老年食
堂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全面规范各
个环节，让老人得到精神关怀。

老 年 食 堂 今年内新建完善社区老年食堂500家

重庆日报：在问卷调查中，精神
慰藉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服
务、家庭清洁卫生服务、送餐服务
占老人需求的前五，我市如何回应、
保障？

市民政局负责人：一方面，我市
将以助餐助医助浴为突破口，着力
促进基本养老服务供需匹配。加快
养老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基本养老服务供需动态平衡。除
推进社区老年食堂建设外，进一步
完善医保引导机制，健全签约服务
收付费机制，促进家庭医生为失能、

半失能或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上门
服务，推动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深度融合；鼓励在
养老服务中心（站）设置助浴服务
区，发展流动助浴快车，搭建“流动
性临时助浴点”；聚焦老年人精神
慰藉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助行需
求，推动社区养老机构开展谈心陪
伴、代为购物等便捷的生活服务。

另一方面，以关心关爱老年人
为突破口，切实做好老年人基本养
老保障。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
关爱行动，推动养老服务机构通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服务设施网络
开展探访关爱服务，引导网格员、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老党员、低龄健
康老年人、物流快递送餐人员、亲属
邻里等共同参与。着力提高集中供
养老年人照护服务水平，推动社会
机构参与乡镇敬老院建设运营，完
善优化设施设备，改进特困老年人
居住照护水平。探索低保家庭失能
老年人养老服务支持机制，支持有
条件的区县为低保家庭失能老年人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和入住养老机构
优惠。

服 务 保 障 着力促进养老服务供需匹配

□臧博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
又重阳。”重阳节如约而至。

时代在变，重阳节在新时代也多
了一层新的内涵——敬老味更浓厚，
人情味更足，色调也更丰富。

重阳自带的暖色调，需要我们做
好传承和延展。古人看重重阳，为此
不远千里回乡祭祖，表达对先人的缅
怀；古人也会在这一天陪在老人左右，
祝福老人健康长寿。无论是祭祖还是
敬老，重阳节的色调始终是暖的。这

种暖，有人情味，有家常味，也有烟火
气，饱含着中国人对先辈的感恩、对老
人的尊重。

重阳节意在“敬老”。面对日益
老龄化的社会，面对许多老人在互联
网时代的“失语”与茫然，需要更多还
未老去的人，拿出“关爱老人就是关
心未来的自己”的积极心态，从点滴
做起，更加关爱老人生活起居、关心
老人精神状态、关注老人情感诉求。
敬老爱老，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不
只是金钱物质上的孝顺，还要包括情
感上的亲近。多一些交流，多一些陪

伴，多一些耐心，帮助老人们越过数
字鸿沟等各种障碍，让他们的老年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精神世界更加充
盈、饱满。

人间重晚晴。在重阳节，不妨将
暖色调的部分晕染得更加浓
烈，给予老人更多物质和
情感上的关怀。让重
阳节，这个流传了
数千年的节日，
内涵更加丰富
深刻，外延更
加绚丽多彩。

让重阳节内涵更加丰富深刻

数读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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