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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2020 年 4 月 29 日） 

 

一、政策文件出台的背景 

截至 2019 年底，我市有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118 万人，占

全市总人口的 21%，其中失能老年人 6.2 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5.3%。近年来，在各级共同努力下，我市养老服务扶持政策逐

步健全，服务设施日臻完善，农村养老有所突破，服务方式多

元推进。但与上级要求和先进地区相比，全市养老服务还存在

协调机制不够健全、政策扶持不够精准、有效供给利用不足、

多元投入尚未形成等问题。 

出台《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是贯彻落实上级养老服务政策，补

齐养老服务发展短板、满足人民群众养老服务需求的迫切需要，

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市养老服务发展的行动指南。 

二、政策文件出台的依据 

《实施意见》主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

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8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若

干意见》（鲁政办字〔2018〕1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9〕31 号）等

国家和省相关文件规定。 

三、政策文件出台的目的 

坚持“政府引领、社会主办、市场运作”的原则，补齐工

作短板，加强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丰富服务方式，着力强

化养老服务机构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深化公办养老机构

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增强养老服务效益，进一步提升全

市养老服务整体水平，全力打造“养老泰安·养生泰山”养老

品牌。 

四、政策文件出台后的意义 

《实施意见》的出台，为全市下一步养老服务发展工作提

供了政策依据和发展方向，有助于提高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不

断满足全市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五、政策文件的创新点 

针对我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存在的瓶颈性问题，文件的起草

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统筹规划。对全市养老服务发展进行统

筹安排，力求有一定前瞻性。二是破解难点。着眼解决重点、

难点问题，选取一些突破点，使文件有一定“含金量”，并力求

在全省领先。三是量力而行。文件所提出的突破点，均符合上

级原则要求，具体措施重在方向准、思路清、办法实。概括而



言，文件主要有三方面的创新点： 

1.将社区养老设施“四同步”的程序及职责细化。为解决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政策较难落实的问题，文件对落实社区养

老用房的部门职责予以明确：一是将民政部门纳入同级城市规

划委员会和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二是在规划编制环节，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提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的相关要求，明确配建

规模。三是在土地出让环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将规划条件

确定配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作为无偿移交的公共服务设施列

入出让方案，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内容。四是在项目建设与产

权移交环节，住建部门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及移交方

式等列入建设条件意见书。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将养老服务

设施产权等无偿移交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五是在项目验收环节，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民政等部门按

照有关政策规定对配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组织竣工验收、综

合验收备案和移交接收。 

2.对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进行布局。文件明确：一是

提升居家照护能力。推进照护服务进家庭，探索施行“家庭照

护床位”，实施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造工程。二是提升社区养老

服务能力。强化街道层面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完善社区

养老服务功能，推动专业化运营，打造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三是提升智慧养老服务能力。促进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产品在养老服务领域深度

应用。 



3.对市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补助结构进行调整。文件明

确在我市已设立的养老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总额内，新增三项

财政支持政策： 

①养老设施星级创建补助。开展养老设施等级评定，等级

评定周期原则上为 3 年。综合考虑等级评定等因素，市级对县

市区进行补助：评定为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的养老机构和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在一个评定周期内分别一次性补助10万元、

15 万元、20 万元；评定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的农村幸福

院，在一个评定周期内分别一次性补助 3 万元、4 万元、6 万元。 

②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补助。为支持县市区开展失能特

困人员集中照护，对开展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的县市区，综

合考虑集中照护规模和支出等因素，市级每年分别给予20万元、

40 万元、60 万元的补助。 

③社区养老服务运营配套补助。由专业机构和服务组织托

管运营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省级补助的基础上，市级

对建筑面积在 300-1084 平方米、1085-1559 平方米、1600 平方

米及以上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每年分别补助运营主体 2

万元、3 万元、4 万元。 

六、政策文件的主要内容 

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全市养老服务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重

点工作任务、保障措施： 

（一）总体目标。围绕打造“养老泰安·养生泰山”养老

品牌的目标，至 2022 年，住宅小区养老设施配建达标率达到



100%；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达到 100%；街道至少建有一

处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床位总数的 55%

以上；每个县（市、区）培育发展专业养老服务组织不少于 10

家，功能区不少于 5 家。 

（二）重点任务。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内容。 

1.完善养老服务发展总体布局。编制两个规划，即“十四

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完善市、

县、街道（乡镇）、村（社区）四级养老服务设施，形成覆盖城

乡、上下联动、各有侧重、功能互补的养老服务格局。 

2.健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落实四项措施，即严格配建标

准、明确配建程序、补齐设施欠账、规范设施管理。 

3.提升养老服务能力。提升五种能力，即居家照护能力、

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医养结合服务能力、

智慧养老服务能力。 

4.加大养老服务扶持力度。实施四项补助，即养老服务发

展专项补助、养老设施等级评定奖补、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

补助、社区养老服务运营配套补助。 

5.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即拓展养老服务业发展渠道、壮

大养老机构规模、加强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三）保障措施。建立健全养老服务工作推进机制，统筹

推动养老服务工作，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

管理，严格督导检查。 

七、政策文件落实的具体措施 



1.落实部门职责。民政、发展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

政、卫生健康、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

务、医保、消防救援等部门（单位）按照《实施意见》明确的

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促进全市养老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2.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制度、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制度、特殊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职工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养老服务评估制度，推动养老服务规范化管理。 

3.强化质量监管。开展养老机构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狠抓落

实《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要求。加强养老服务行业自

律和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投诉、诚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机制。 

4.加强督导检查。建立激励约束和督导检查机制，重点督导

部门职责及养老设施资金扶持、用地保障、价格优惠、税费优

惠等政策落实情况，为养老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八、政策文件工作要求 

各级要将养老服务工作摆到突出位置，纳入政府年度工作

重点，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责任，抓好任务落实。各县（市、

区）、功能区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工作推进机制，加大支持力度，

制定政策措施，统筹推动养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