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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的养老观念发生了显著转

变。居家养老模式凭借其能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与家人相

伴，同时延续社交关系等诸多优势，已逐渐成为当下主流的养老

选择。自 2023 年 9 月 7 日《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正式

发布并实施以来，为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坚实

的依据。然而，目前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

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健康发展。依据

我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 2023 年，我县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数量已超过 23.2 万，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约 17%。传

统的机构养老模式，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已难以充分满足

老年人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在此背景下，居家养老

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然而，我县居

家养老服务领域目前还属于空白。因此，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与身

体机能维护、心理健康支持、日常生活协助、环境改善相关的服

务活动，已成为我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任务。

具体建议：一、强化政策宣传与执行力度。利用社区活动、媒体

报道等，广泛宣传《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解读其对提

升老人生活品质、减轻家庭负担、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提高老

人及家属认知与接受度。同时，政府相关部门结合我县实际情况，

制定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政策。例如，对积极

投身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且取得显著成效的机构，给予实质

性的资金奖励和政策支持，以激发其参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二、拓展服务供给主体。鼓励各类社会力量参与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领域，通过政策引导措施和资金扶持方案，吸

引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投身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事

业；加快住宅小区养老服务中心设置和小区物业改扩建养老中心

建设。支持养老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资源丰富、服务经验成熟

的优势，积极拓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业务。除了为居家老年人提

供生活照料、基础照护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常规服务项目外，

还应根据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如开展探访

关爱服务、精神慰藉、委托代办、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

等，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优质服务。三、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严格依据《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所设定的

标准和要求，制定系统、全面的服务人员培训计划，加强对现有

服务人员的定期专业培训。培训内容不仅要涵盖生活照料、基础

护理、康复保健等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还应注重服务意识、沟

通技巧、职业道德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全面提升服务人员的业务

水平和服务质量。四、完善服务质量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全方位、

多层次的服务质量监督机制，以《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

为核心依据，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详细、量化且具有可操作

性的服务质量标准，确保服务质量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定

期组织专业人员对服务组织及人员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检测

方式应包括实地考察、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服务记录审查等多

种形式。同时，设立专门的投诉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并向社会



广泛公布。五、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大投入力度，搭建具备

服务资源整合、服务需求发布与匹配、服务过程跟踪与监管、服

务评价与反馈等多种功能的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老年人及其

家属可以通过 APP、微信小程序、电话等多种方式，随时可预约

所需的服务项目，并实时查询服务记录及进度。充分运用大数据

等先进信息技术，为老年人配备智能监测设备。通过这些设备，

实时、动态地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心率、血压、睡眠质量

等生理指标，以及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如活动轨迹、起居时间等

生活信息。将收集到的数据上传至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利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分析，为服务人员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支

持，帮助其制定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方案，实现对老年人

的全方位、智能化关怀与服务。六、深化医养融合发展。推动医

疗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实现医养协同。鼓励医疗机构选派

医护人员参与上门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指导等。

定期上门为老年人进行检查、治疗、指导康复。同时加强医保政

策与上门医疗服务衔接，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减轻老年人医疗负担，提高服务可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