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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潜艺之 刘文炜

养老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切的民生大事，而康养服务的优化与创新更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关键。
今年4月，市委、市政府发布了《丽水市推进山区公共服务跨山统筹一体化改革实施方案》，松阳县承担
了“乡村康养联合体”的改革试点任务。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松阳县以新时代“千万工程”为总牵引，

“三治一提升”行动、美丽大花园品质提升专项行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融合推进，积极探索以农村
养老康居工程为抓手，“医养中心、乡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村老年公寓”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一体推进，构建“政府、村（社）、社会组织、个人”四方协同的“家门口幸福养老”新模
式，使辖区内老人不离乡、不离家、不离亲，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均衡共享的康养服务。

近年来，松阳县持续推动“千万工
程”再深化再提升，打造具有松阳特色
的“和美村居”新图景。在此过程中，松
阳县创新性地将“三治一提升”行动、美
丽大花园品质提升专项行动、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有机结合，按照“试点先
行探索经验、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原则，
开展农村养老康居工程试点建设。通
过整合利用闲置的国有或村集体存量
资源，采取新建、改建、扩容、转型、提升
等方式，建设以“老年公寓+”为核心的
农村养老服务综合体，让老有“所居”变
老有“康居”，为打造新时代“千万工程”
升级版提供松阳创新样板。

“这里既健康又卫生，比老房子的条
件好很多，住得很开心。”近日，松阳县望
松街道西河村村民包水金对记者说。

在西河村的一处房屋内，村民们有
的在房间里看电视，有的在公共区域闲

坐聊天，虽然是 4户不同的人家，却俨然
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记者了解
到，这里原是村内一处村集体闲置房屋，
住在这里的均是因“三治一提升”工作需
拆除旧房，但因经济考量没有意愿参与
新房建设的低收入农户。“在走访过程当
中，很多低收入农户提出拆旧房是欢迎
的，但是他们也说如果拆了旧房，新房盖
不起来是最大的顾虑。”望松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叶洪峰说。

为解决这些老年的后顾之忧，西河
村投入 65万元将村内闲置房屋改建为
公寓，不仅配备了电视、空调、衣柜等家
具家电，还配有公共活动空间、集体厨
房等，方便老年人拎包入住。老年人自
愿将旧房拆除后的宅基地交给村集体，
以宅基地权益换取老年公寓居住权，并
享受村集体免费提供的养老服务。

“西河村养老公寓是我们探索村集

体建设‘农村养老康居工程’，试点‘老年
公寓+’的村域模式。该模式不仅盘活了
村集体闲置的资源，同时，有效破解了

‘农村老人如何在家门口养老’的问题。”
“我们还在古市镇岗下村试点建设

了跨村联建、片区组团的‘农村养老康居
工程’区域建设模式。”松阳县民政局局
长何苗告诉记者，利用闲置的古市镇岗
下村原岗寺办事处地块新建的古市镇岗
下村养老康居工程将于今年 12月份完
成主体结构工程建设，计划明年 6月份
竣工，9月份投入使用。该项目总用地面
积5.49亩，总建筑面积4660.5平方米，概
算总投资 2857.74万元，建设内容包括 2
幢老年公寓、1幢配套用房，以及照护、康
复、助餐、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设计建
设公寓约 40套，床位数 76张，通过建设

“老年公寓+养老服务”综合体，为入住老
人提供“家门口”养老服务。

以“农村养老康居工程”为抓手

创新“千万工程”场景下“乡村康养联合体”建设模式

养老服务涉及千家万户，关乎民生、
连着民心，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能够让
老年人过上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今年
以来，松阳县围绕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资
源统筹、转型升级”，以“医养中心+乡镇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村老年公寓”为主体，构建“政
府+村（社）+社会组织+个人”四方协同的

“乡村康养联合体”服务体系。
还不到中午饭点，松阳县古市镇十

五里村 70岁的潘荣显，就早早地来到古
市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健康服务室，
让管理员刘慧燕给他量一量血压。刘
慧燕细心地给他量完，对他说：“血压有
点高，可要记得吃药啊。”

刚给潘荣显量完血压，村民丁苏美
兴冲冲地拿着自己买的艾粉对刘慧燕
说：“你给看看，这是我刚买的，能不能用

你们这儿的仪器给我灸一灸？”刘慧燕笑
着说：“大妈，这个艾粉不能放在艾灸盒
里，你看，县卫健局送来的艾灸条还有
呢，我给你灸上。”说着，她熟练地打开艾
灸盒，装好后开始给大妈做艾灸。

这只是松阳县探索“政府+村（社）+
社会组织+个人”四方协同养老模式的一
个缩影。所谓“四方协同”，即政府兜底
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统筹整合，社
会组织提供专业化运营服务，乡镇（街
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居家养老
照料中心提供基础养老服务，村（社）自
治管理，老年人以闲置房产（宅基地）置
换养老服务权益等，共同构建居家养老

“同心圆”。
“摔伤后我就住在这里，这里服务得

很周到，我住得也舒心。”106岁的吴翠球
说。三年前摔伤，她便留在松阳县古市
医养中心静养，在这里，她得到细心照
料，医生每日检查身体，从血压到心率，
无微不至，让她深感满足与幸福。

一直以来，松阳县不断迭代山区养
老服务运营模式，其中，将古市医院住院
楼 7楼改建为医养中心便是重要举措之
一。该中心经过适老化改造，由专业运
营团队管理，是一家公建民营性质的养
老院。设有 50张床位，包括双人间、三
人间和四人间，房间内配备空调、电视、
家具、独立卫生间及实时呼叫系统，确保

长者的安全与舒适。可为失能、术后康
复、长期卧床等长者提供全面照护。

古市医院的专业医务团队每日巡
视入住区，建立健康档案并提供定期体
检、便捷用药及康复治疗等服务。若需
住院治疗，长者可直接转入医院病房，
解决健康问题，使长者安心，家属放心。

该案例入选国家卫健委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理论研究课题与最佳实践
案例、丽水卫生健康 2021年度“十大有
影响力事件提名名单”。

“医养中心陆续接收长者一百余
人，80 岁以上人群占 75%，失能半失能
老人占比近 85%，破解了社会特殊群体
中失能和部分失能长者的养老和医疗
无法兼顾的民生大难题。”古市医院院
长刘志平介绍。

目前，投资 1.27亿元的古市医养中
心二期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设，正在与光
大百龄帮康养产业集团等行业领军企
业开展医养合作洽谈。该项目用地面
积 19 亩，总建筑面积 16903.32 平方米，
设置医养床位 200床，投入使用后，基本
可满足松阳县境内老人的医养需求。

松阳县当下探索创新的“政府+村
（社）+社会组织+个人”四方协同的“乡
村康养联合体”服务体系，重塑了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让乡村老人老有“所养”
为老有“颐养”。

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重塑”为载体

创新“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康养联合体”服务体系

松阳县以松阳县以““乡村康养联合体乡村康养联合体””改革探索打造改革探索打造
新时代新时代““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牵引下的牵引下的““家门口幸福养老家门口幸福养老””

“垂暮不离亲，养老不离家，是大多数老人的心愿。‘乡村康养联合体’建
设正是为了打通医养康养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与医疗服务相衔接的康复护
理、生活照料一体化的‘家门口’养老服务。”松阳县民政局局长何苗告诉记
者，“乡村康养联合体”建设是一项改革创新的工作，接下来，松阳县民政局将
持续促进康复和养老服务融合，推动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和家庭有序转
接，营造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良好环境，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高
品质养老。

“要解决养老问题，不能靠政府‘包
打天下’，在政府兜底的基础上，适当引
入 社 会 资 源 才 是 可 持 续 化 的 发 展 之
路。”松阳县民政局局长何苗说，建设

“乡村康养联合体”，目前仅靠政府力量
难以满足乡村老人的康养需求。松阳
县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养老服务
业，破解养老难题、改善民生，让松阳县
养老服务从“政府兜底保障”迈向“社会
多元供给”新局面，形成了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供给格局。

松阳县积极构建乡村两级居家养老
服务第三方一体化运营体系。针对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长效运营
难、服务能力弱、管理水平低等问题，在
自愿基础上，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将
乡、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打包委托第三
方专业化运营。探索乡镇（街道）、村（社
区）两级居家养老服务第三方一体化运
营管理机制，推进乡镇、村级居家养老服
务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全覆盖。目前，
全县 19 家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190家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已全
部委托第三方专业团队运营，有效提升
了乡、村两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管理
服务水平。

“引入市场化机制后，我们将区域
内的所有养老服务都委托给第三方运
营。这样做的直接好处就是第三方能
统一调配各种资源，运营公司通过规
模化的经营、有效的成本控制、科学的
定价和合理的政府补贴，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实现可持续化发
展。”松阳县民政局局长何苗说。

丽水松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一家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第三方公
司。公司负责人徐浩前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负责为松阳县 10 个乡镇、120 个村
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公司目前有
60人，可为区域内的老人提供专业化和
规范化的服务。

“我们的员工上门为老人提供免费
的送餐、量血压等服务，获得了老人的信
任，反过来老人就会委托我们为其提供
一些个性化的、收费的服务，保证了公司
的有效运行。”徐浩前说，水南街道青龙
村的何师傅今年 69岁，他的老伴和儿子
相继因病去世，成了失独老人，何师傅有
个习惯就是很喜欢吃水饺，但是他自己
又不会包，再加上住在乡下，买菜不方
便，便委托他们公司员工每月两次买菜
上门为其包水饺，解决了何师傅的生活
难题。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养老服务的
同时，确保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规范行业
发展同样重要。目前松阳县已先后制定
出台《松阳县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运营评估与补贴实施细则》《松阳县
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运行评
估和补贴工作指引》《松阳县居家养老服
务资金补助政策》等方案，采取政府监
管、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实施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综合监管，
确保“乡村康养联合体”长效运行。

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为导向

创新“公共服务一体化”目标下“乡村康养联合体”运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