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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区
政府的好政策，
危难之中给我
家雪中送炭，解
决燃眉之急。”
对于家住金山
镇磨盘村 2 组
的林力（化名）
来说，今年的开
端 沉 重 而 悲
痛。2月 3日，
因家中意外失
火，导致 14 岁
的女儿不幸遇
难，妻子严重烧
伤，住进重症监
护室治疗。

住院期间
的治疗和恢复
重建金额需7.6
万余元，在医保
报销、乡镇、部
门等组织救助
帮扶后，大足区
民政局详细调
查了解了林力
家的实际情况，
第一时间将 1
万元应急救助
基金落实到位，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救急难’、‘托底线’，大
足应急救助基金充分发挥了

‘兜底中的兜底’作用。”大足区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
决“救助不充分、范围不广”的
突出问题，2019年，在大足区
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区
民政局牵头设立了3000万元
的“重庆市大足应急救助基
金”，作为临时救助的有益补
充。

基金主要用于特困人员、
低保户、重度残疾户、建卡贫困
户以及其他困难群众家庭，因
患重大疾病、遭受重大灾害伤
害、出现住房安全无力自建或
修缮，以及其他特殊突发原因
导致家庭陷入困境，社会救助
和扶贫政策暂时无法覆盖或救
助、帮扶之后仍存在严重困难，
帮助其摆脱困境。

兜底线抗疫情，民政救助
暖人心。在疫情防控期间，大
足区及时下拨镇街临时救助委
托审批金266万元，确保救急
难问题。对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民政救助对象按低保
标准 2倍按月发放临时救助
金，同时及时将其余生活困难
群众纳入救助范围；对实施临
时救助后家庭基本生活仍然困
难的，启动大足应急救助基金
救助，坚决实现“应保尽保、应
救尽救、应兜尽兜”，确保“全面
小康路上不掉一人”。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康养中心室外广场里，运动锻

炼的老人精神抖擞；社区养老服务

站文化室内，读书看报的老人怡然

自得；供养服务机构中，观影娱乐

的老人笑声不断……这是大足养

老机构里老人们幸福生活的剪影。

近年来，大足区民政局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对养老保障

和为老服务工作系列部署要求，围绕

全区“4433”发展思路，以全区老年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

扣“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找准关键，

精准发力，通过探索创新多元化养老

模式，不断提高老年人幸福指数，为

建成富足大足、美丽大足、幸福大足，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如今，“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正在大足变为现

实，一幅幅“情暖夕阳霞满天”的美

丽画卷正渐次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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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多元化养老模式 不断提升老人幸福感

大足 养老服务绘新篇 托起最美夕阳红

巴岳西湖康养小镇鸟瞰图

志愿者为互助中心老人义诊

养护中心工作人员组织老人一起包饺子

养护中心工作人员为鲁廷发老爷爷庆祝88岁生日

龙岗街道西禅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内景

巴岳西湖康养小镇的老人打太极拳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坐落于
巴岳山下，龙水湖畔的巴岳西湖养
老中心一派生机盎然，山水环绕，
鸟语花香，优美清新的生活环境，
一站式适老医疗配套，是一处藏着
诗和远方的高品质养老胜地。

沐浴着和煦春风，92岁的钟
仕福老人和老伴在社工的陪护下
漫步园区，悠然惬意。“这里不仅
生态好、环境美，看病方便，还有
社工如亲人般无微不至的照料，
让我们老两口像生活在家里一样
温馨。”钟仕福老人幸福的感受溢
于言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养
老呈现多样化需求。得天独厚的
生态资源是打造康养产业的‘秘
钥’，康养旅居的特色小镇已成为

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巴岳
西湖养老中心负责人蓝华介绍，该
中心占地470亩，是集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养
老护理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型康养
小镇，除了开展全托养老、餐饮照
料、医疗护理等服务外，中心还为
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文化娱乐、体
育健身等服务，丰富多彩的文化养
老活动充分滋养着老人们的精神
家园。目前，巴岳西湖康养小镇正
着力打造国家级全龄养老和陪护
养老产业示范中心。

生态打底，康养宜居。巴岳西
湖养老中心只是大足全力打造康
养旅居胜地的一个缩影。

“大足结合区内资源禀赋和人
文底蕴，将龙水湖康养产业和大足

康养文化园作为重点打造的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养老领域项目。”
大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
足区深入挖掘大足石刻相伴而生
且博大精深的“孝、善”文化，依托
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
石刻、国家级水利风景区龙水湖、
国家级森林公园玉龙山休闲旅游
资源，发展康养、栖居、文化养老新
模式。

同时，依托大足石刻文创园打
造建设大足康养文化园，按园区即
景区思路，规划布局养老服务中
心、川美艺术及雕塑中心、老年艺
术大学、文化养老园区等，配套酒
店、民宿，建成“产业+文化+旅游+
养老”为一体，深度融合的城乡康
养文化园区。

在大足区智凤街道，环境优美
的智凤失能养护中心坐落于此，成
为一道亮丽风景。这个曾经的智
凤敬老院经历了一次蝶变——每
层楼增设无障碍扶手、铺设防滑地
砖，床头呼叫器一应俱全……提档
升级为智凤失能养护中心后，给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更多舒心
和便利。

80岁的余昌文老人因脑溢血
导致全身瘫痪，去年底来到智凤失
能养护中心后，接受了医院的康
复+药物治疗，效果十分明显，加之
护工细致入微的照料，如今老人已
可以坐起。

“将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功能相
结合，把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
一体，‘前院养老，后院看病’可以
在一个围墙里实现了。”智凤失能
养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毗

邻智凤卫生院，在升级改造中，特
别安装了连通医院的电梯，让老人
舒心养老的同时，可以及时得到疾
病救治。

满足老人不同的养老需求，是
高质量“老有所养”的关键所在。

针对特困人员供养服务存在
机构单个规模小、点多面广、房屋
新旧不一、设施设备内部管理与标
准养老机构要求有较大差距、床位
利用率低等问题，大足区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将条件较好能覆盖多个
镇街的供养服务机构规划为区域
性供养服务机构，全面推行“10+
2+1+N”区域性供养模式。

“10”即设立拾万、双桥、邮亭、
宝兴、珠溪、高坪、回龙、玉龙、龙
岗、棠香（中心敬老院）10个供养服
务机构为自理型区域性供养服务
机构，用于服务本辖区及周边镇街

自理型特困人员。
“2”即设立铁山、智凤2个供养

服务机构为失能型区域性供养服
务机构，用于服务全区身体失能、
半失能特困人员。

“1”即以大足区第三人民医院
为依托，设立万古精神卫生福利服
务中心，用于服务全区精神失能特
困人员。

“Ｎ”即将万古、国梁、宝顶、龙
水等富余的供养服务机构，作为经
营性使用，面向社会招商，积极引
进公办或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
发挥国有资产效益。

去年，大足区已在棠香、龙岗
（中心敬老院）、宝兴、拾万、回龙敬
老院开展区域性供养工作试点。
目前，龙岗、棠香、宝顶、铁山、万
古、国梁等镇街特困老人已平稳过
渡得到妥善安置。

“每次老郭来我家我都特别
高兴，有了他的关心和照顾，我感
觉不那么孤单，心里暖着咧！”近
日，大足区宝顶镇铁马村2组85
岁的特困老人阳世德家又迎来了
一位“常客”，64岁的老党员郭学
德自从去年7月加入铁马村老年
志愿服务队，阳世德就成为他重
点服务的对象之一。

跑腿代买生活用品、帮他测量
血压、忙里忙外打扫房屋卫生，不
一会儿，阳世德家就被收拾得干净
整洁。随后，两位老人再切磋下
棋，传来欢声笑语不断……

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
老人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正是
大足区创新开展全国第四批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加快
推进城乡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生
动写照。

为加快构建“大养老”格局，
大足区率先在铁马村、梯子村两
个市级贫困村启动了互助式养老
试点。2019年6月，大足区福佑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入驻铁马村为
独居、留守老人等困难群体开展
服务。

“互助养老模式是居家养
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种
补充形式，通过社会交往满足老

人的情感需求，建立老人的社会
关系，实现自我价值。该形式既
有助于开发老年人的人力资源，
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资
源不足的问题。”大足区福佑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他
们通过对全村老人进行摸底调
查，将重点老人进行分类整理，
同时招募村里身体健康、乐于助
人的老人志愿者对重点老人进
行结对帮扶，定期开展生活关
怀、娱乐文化、精神慰藉、价值成
长等服务。

同时，还建立“时间银行”账
户，实行积分管理制度，将老人志
愿者提供相关养老服务时间存进
账户，累积积分换取相应物资或
服务。往时间银行里储蓄的提供
服务者可以是政府、社会、村集体
经济捐赠、村民、爱心志愿者服务
等。

今年，大足区将继续在宝顶
镇古佛村等20个村（社区）依托
邻里互助，导入社工及志愿者服
务，让“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
乡音、不离乡情”的互助式城乡养
老服务得到充分发展。

王琳琳 陈昌静 蓝倩
图片由大足区民政局提供

高品质养老 悠山乐水度晚年
——以资源为本底，打造康养旅居胜地

区域性供养 医养结合有保障
——以功能再布局，精准满足适老需求

互助式养老 带动帮扶新风尚
——以邻里来守望，关爱服务传递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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