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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遵义市汇川区高桥街
道温馨花苑小区的胡女士，家里有
一位年迈且患病的老母亲。通过
遵义市家庭养老床位改造项目的
支持，工作人员上门安装了适老化
设备，让胡女士的母亲实现了在家
安心养老。

设置在遵义市红花岗区金科·
中央公园城的新科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依托互联网管理，打造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形成集养老、医疗、居家
上门服务为一体的社区嵌入式医养
结合智慧养老项目，让居民在家就
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深受社区
老年人欢迎。

贵州益养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在遵义重点打造的遵义益养苑颐康
养中心，集养老护理服务、养老护理
培训、老年旅居游学、社区居家养
老、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养老服务大
数据运营为一体，在遵义投资了多
个养老项目。

…………
近年来，遵义市不断推进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基本构建起以居家
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
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新
格局，不仅让广大老年人从“养老”
到“享老”，更努力使养老服务从“有
保障”到“有质量”。

2020年，遵义市获得中央专项
福彩公益金2326万元开展全国第四
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并被评为改革试点优秀城市。2022
年，遵义市成为全国居家和社区基
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重点支持
城市之一，并获中央专项福彩公益
金5948万元。

围绕打造多层次、广覆盖、区域
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遵义市在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努力
探索。

不断健全政策框架。积极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制度建设，基本
构建了“1+X”配套政策体系。在
《遵义市关于加快全市养老服务业
发展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完善和
出台了《遵义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遵义
市“十四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
《遵义市养老托育服务发展实施方
案》《遵义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等
系列政策文件，有力推动居家及社
区养老工作。

持续夯实服务基础。按照《贵
州省养老服务条例》规定，所有新
建城区及新建居住区均按照每百
户不低于 2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养
老服务设施，已建居住区按照每百
户不低于 15平方米的标准建设配

套养老服务设施，目前遵义市配建
比例为 51%左右。为提升居家养
老服务能力，2023年，遵义市成功
争取民政部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在全市建
设家庭养老床位 5407 床、开展
10815人次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另外，近两年，湄潭、凤冈、余庆、道
真、务川成功申报县级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建设项目，共获批中央预
算内资金近1亿元。

积极创新服务模式。2022年，
建设完成全省首个市级智慧养老
服务中心，正在建设全省首批县级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完善社区养老
服务驿站职能。逐渐构建起“市、
县两级智慧服务平台为核心，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和街道、社区养老
服务驿站为网络支点的居家养老
服务网络体系”，打通居家和社区
养老关键环节；依托市、县、乡（镇）
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养老机构中
开展医养结合延伸服务，提高养老
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以“时间银
行”“互联网+家政+助餐+照护”“长
者驿家”“嵌入式”等服务模式，引
导养老机构向周边社区提供服务，
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一体化
发展。

遵义市结合实际，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县城
为依托、乡镇为网格，打造多层次广
覆盖区域性养老服务阵地。

在人口密集、养老服务需求量
大的中心城区，重点打造了益养苑
颐康养中心、爱心彩虹养老院、健乐
养护院、康宁世纪养老服务中心等
数家中高端养老服务机构，作为全
市示范引领基地，全市已培育和发
展养老服务企业31家。

在各县城区，通过整合各类项
目资金，分别建设1所以上功能完备
的县级综合性养老机构，对特困人
员进行统一专业照护。目前，全市
已建成13个（在建1个，拟建1个）。

在乡镇及广大农村层面，将全
市 215家乡镇敬老院，撤并整合为
111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村及社
区建农村幸福院或养老服务驿站。

目前，遵义全市共有养老机构
及设施 957个，其中颐康养中心 27
个、养老服务中心 130个、养老服务
驿站 800个，养老床位数 27980张，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1778人，建成 1
个省级健康养老产业示范县、4个健
康养老小镇、2个养老产业集聚区，
基本形成“养老服务驿站遍地开花，
养老服务中心区域覆盖，颐康养中
心活力十足”的局面。

（据《贵州日报》）

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一体化发展

遵义构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 一丁）2022年
以来，余庆县人社系统聚焦“党建+
服务”，以党建引领助推人社事业高
质量发展。

通过“党建+政务服务”贯彻落实
政务服务“一窗通办‘2+2’模式”服务
改革，推行“老来APP”人脸识别认
证，待遇资格认证实现线下转到线
上，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截至目前，
办理“跨省通办”累计752人次，办理

网上申领失业金 2515人次,“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办结率100%。

“党建+就业服务”倡导党员干
部主动作为。组织党员干部到广
东、浙江、福建、江西等劳务密集地
区建立劳务协作站点、劳务合作基
地及校企合作，将培训机构下沉到
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开展因产、因
岗、因人施培，切实提升培训成效。
截至目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2079

人次，对“六类”重点群体开展
“1311”就业服务2626人次。

“党建+社会保障服务”增强党
员干部服务意识。坚持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群众“最多跑一次”
的办事原则，大力推行“不见面、少
接触”式服务，实现社保业务网上
办、掌上办。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已达99.96%。

通过“党建+劳动维权服务”建

立欠薪线索预警信息监测机制，多
形式开展劳动保障主动监察。积极
推进“互联网+调解”服务工作，设立
流动仲裁庭，畅通群众维权渠道。
已 为 4821 名 农 民 工 追 回 欠 薪
8626.87万元；认真受理各类违反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案件，案件结案率
为 100%；调解率保持在 95%以上、
仲 裁 终 结 率 96% 以 上、结 案 率
100%。

余庆县人社系统

坚持党建引领 抓实为民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张婷）近年
来，新蒲新区永乐镇源泉村着力
发展林下经济，书写乡村振兴新
篇章。

源泉村通过村级合作社协调
村级致富能人，发展林下赤松茸种
植示范基地 10亩，并组织贫困劳动
力到基地就业，实现食用菌基地日

常工作人员组织有保障、日常管理
有保障、动员务工有保障。

依托源泉村源顺发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采取“支部+公司+基地+大
户+农户”的组织方式，着力发展山
银花苗圃基地20亩。

同时，引进贵州京品源农业有
限公司进行黑木耳菌棒生产加工，

盘活村级合作社资产；引进新蒲新
区发展集团公司在源泉村蔬菜大
棚及国储林项目种植黄精 50亩。
通过“支部+合作社+种植大户+农
户”的组织方式，依托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打造高粱种植基地 100
亩；依托种植的 1800余亩山银花，
协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着力推进

源泉村山银花产品研发包装，提高
山银花附加值，打造源泉村山银花
品牌。

通过近几年的持续发展，截
至目前，源泉村农业产业基本形成
了茶叶、山银花、蔬菜、猪牛羊为主
的种养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源泉村

发展林下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近段时间以来，红花岗区扎实开展“干部进万家”大走访
活动，通过干部下沉基层一线，精准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在

“面对面”交流中进一步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图为 6 月 25
日，该区农技干部在海龙镇贡米坝区向群众传授水稻统防统
治技术。

（邹松 摄）

近年来，湄潭县黄家坝镇船
边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大力
开发特色旅游，增加村民收入。
图为 6 月 24 日，游客乘竹筏观赏
湄江景色。

杨国庆 摄（遵义图库发）

湄潭

特色旅游
助农增收

近期，道真自治县大塘村村民杨世
才每天中午就从磨盘山往山下的生态移
民新村赶，新媳妇在新家等着他吃午饭。

大清早，他从山下上山，忙着采摘
新鲜竹笋，管护照料老家的 5亩中药材
和20桶蜜蜂。一有空，他还去镇上的家
具厂打零工，加起来每年能有几万元的
收入。

杨世才 46岁，今年春节，娶上了媳
妇告别了单身，以往的艰苦生活，在大红
喜字的印证下悄然翻篇。两口子住在
100平方米的小洋房里，日子好了，脸上
笑容多了。

磨盘山因有一尊像磨盘一样的大石
而得名。杨世才的老家就在磨盘山上的
洛龙镇大塘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终
年云雾缭绕，水电路不通。

此前，因为贫穷，杨世才四弟兄到了
成家的年龄还讨不到媳妇。村里 60余
户200多人，最多的时候，40岁以上没成
家的单身汉多达80余人。

变化，发生在近10年间。当地党委
政府对磨盘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村民
告别矮小的茅草屋，住上敞亮的小洋房。

随着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改善，磨盘
山前前后后有 38位单身汉娶上了新媳
妇。他们走下高山、走出大山，过上了新
生活。

山风吹来，凉爽惬意。记者来到生
态移民新村孙成书家，只见冰箱、彩电、
沙发等一应俱全。

孙成书父母早亡，没有兄弟姐妹，
他常年在外务工，一晃年近五旬还是单
身汉。

2014年，孙成书从山上搬到山下，
住进 55平方米的新房，还娶上了媳妇。
他说：“感谢易地扶贫搬迁好政策，给了
我温暖的家。”

“有房住不愁吃穿，现在样样都好。”
住在隔壁的王文友 47岁，3年前娶上了
媳妇，在周边乡村旅馆打临工，时令季
节，还上山采笋子、挖天麻增加收入。

“党的政策真是好啊！”王文义通过
村里组织的培训学会了泥水工手艺，做
起“小包工”，每年有七八万元收入，前几
年也成家了。

“其实，我曾经也是一个光棍。”村党
支部书记杨秀莲告诉记者，他也是从磨
盘山上搬下来的，成家时也年龄偏大。

山上山下，幸福如画。在通往重庆市武隆区的公路边，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子说起往事感叹不已：从磨盘山下来，在政府的帮
助下开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不下 10万元。他说：“不仅讨了媳妇，
还开上了轿车。”

移民安家、就业稳家、产业兴家。这几年，村里开了百余家乡
村旅馆，“大塘土鸡”声名远播。政府主导大力发展烤烟、中药材、
高山蔬菜、林下养殖，磨盘山被开发成风景区。乡村振兴的路子越
走越宽。

公路通了，产业兴了，日子好了。行走于美丽的大山村庄，一条
宽敞明亮的旅游公路直通磨盘山，引来游客上山避暑观光休闲。过
去的磨盘山因“寒”逼人下山，而今因“凉”引人上山。

山还是那座山，但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人。
（王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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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由遵义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局、市精神文明
办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海龙屯端午诗咏游园会系列活动
在海龙屯土司小镇举办，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体验端午民俗。
图为市民在制作香囊。

（聚焦汇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