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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谁来守护你？谁来照顾你？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

加快，养老问题日益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记者近

日在我国多个地区通过实

地走访，探寻各地养老产

业的新模式，解锁守护“夕

阳红”的幸福密码。

大数据帮忙 老年生

活有“里”也有“面”

深秋时节，走进辽宁

抚顺东华园社区，养老中

心笑声阵阵。

午后，91 岁的安业兴

来到慧明居家养老中心，

和居民们一起排演节目。

“社区最近要办一台晚会，

我负责给大伙指导排练。”

在等待居民“演员”们到来

的间隙，安业兴和记者拉

起了家常。安业兴和儿子

两人一起生活，由于儿子

经常在外工作，如何解决

饮食起居成为困扰父子俩

的难题。

2019 年 9 月，抚顺市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

社区建设了居家养老中

心。一年多来，这个功能齐

全的养老中心，解决了社

区里像安业兴这样的众多

老人的后顾之忧。

老人们一日三餐可以

在养老中心的老年食堂解

决，每餐饭都可以获得政

府一定数额的补贴；养老

中心还开设了平价超市，

米面粮油低价供应，老年

人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下

单，有人送货上门；提供免

费体检、理疗、棋牌室等服

务；配备智能手环，通过大

数据平台监测老人身体健

康状况并提供“一键式”救

护……

“自从有了这个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我没事就

来这里，和邻居们打打牌、

唱唱歌，一日三餐也不发

愁了，儿子放心，我也安

心！”安业兴笑着说。

辽宁慧明康复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星

表示，他们借助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技术建设的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可以借助

大数据实现对老年人看护

和照料；通过建立和管理

老年人的动态健康电子档

案，与当地120急救平台合

作，做到急救前移。

据了解，抚顺市是人

口老龄化矛盾较为突出的

城市，60 岁以上老年人比

重约为 28%，当地正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

作等方式，依托居家养老

中心建设，让老年人的生

活有“里”也有“面”。

康复辅具助力 给老

人和子女“减负”

“我母亲以前总觉得

自己拖累子女，不大说话，

也没见过她笑。自从用上了

护理床，很多问题她自己能

解决，不仅爱说话了，连身

体状况都好多了，我也轻松

了不少。”家住江苏省常州

市天宁区丽华二村的吴小

如，为节省护理费用，以往

每天要抱着92岁的母亲起

身、洗浴、如厕，特别是夜

里，自己腰酸背痛入睡困

难，还要随时照顾母亲。

去年，吴小如看到康

复器具租赁宣传后，到常

州市福利院办理了登记适

配。没几天，工作人员就将

一张免费的手摇护理床和

防褥疮床垫送到家中。换

床后，母亲褥疮症状得到

了改善，吴小如也能睡个

安稳觉了。

依照常州市有关政

策，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可

以享受最高600元补贴，贫

困残疾人和低保等困难群

众可给予全额补贴。一张

护理床月租 150 元，全市

7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使用

4个月，之后可根据使用情

况继续租赁或购买。购买

了护理床的家庭可以随时

折旧将产品再卖给租赁站

点。目前，全市已服务老人

2640 人，累计提供康复辅

具数量6017件。

为老人及子女减负的

同时，常州康复辅助器具

行业也得到发展，目前，全

市共有规模生产企业 78

家，生产产品约4000种。

“常州市区已有近200

个社区可以实现家门口申

请康复辅具。”常州市民政

局局长王莉表示，“康复辅

具成为残疾人、老年人提

高生活质量的重要载体。”

能力评估 为失能老

人救助“添柴”

“阿姨，您能自己活动

吗？能自己穿衣、穿鞋吗？”

32岁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赵叶群来到北京市石景山

区赵山社区，为龚道珍家老

人做综合能力评估。评估结

果将为老人申请政府提供

的失能补贴及购、租康复器

具补贴等提供依据。

赵叶群从去年开始成

为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除了通过网络及电话

等进行预审核外，他还要

入户评估，与失能老人及

家属面对面沟通。“我们要

对老年人从感知觉与沟通

能力、自理和活动能力、认

知能力和精神状态等 3 方

面进行评估。”赵叶群拿着

平板电脑，通过老人反馈

的肢体动作进行测评，整

套评估大约需要20分钟。

民政部新修订的《养

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养

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

制度，对老年人的身心状

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

结果确定照料护理等级。

不久前，赵叶群为石

景山区模式口北里社区的

92岁老人纪云贤进行了评

估。老人家属根据他出具的

评估结果告知书，向民政部

门申请到了失能补贴。赵叶

群所在公司去年至今已累

计为 600 多位老人进行了

能力评估，他认为，随着老

年人能力评估成为“刚需”，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这项工作中。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

司长李邦华表示，据预测，

“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

口将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

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有

1447.3 万老年人纳入城乡

低保，3500多万老年人享受

了不同类型的老年福利补

贴。到2022年底前，我国将

培养培训 1 万名养老院院

长、10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

工作者。（据新华社报道）

明天我们怎样养老？

2020年，四子王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有关经济、农村、
监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联社2020年工作会议要求，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构建“四梁八柱”工程为抓手，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一以
贯之加强党的建设，聚焦主业服务实体经济，积极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六稳”“六保”对金融系统的相关要求，
以“夯实普惠金融、助力复工生产”为主题，全力开展“六
稳”“六保”金融服务工作。

一是坚守支农惠牧本业。积极开展“春天行动”工
作，在信贷投放中做到“早介入、早行动、早见效”，通过

开展银企对接“集中签约周”活动要求，与当地有资金需
求的农牧户和农资经销商分期签约春根备耕生产信贷
意向书，签约金额2520万元；同时利用人民银行再贷款
支持农牧户春根备耕1130.4万元。截至7月末，累计投放
农牧民春耕备耕和接羔保育等生产资料贷款5.37亿元，
支持16370户农牧民发展生产。

二是积极推进全域授信。推进网格化建设和“整村
授信”工作。充分利用点多、面广的特点和优势，开展扫
街、扫村式服务。通过与当地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嘎
查村“两委”联动，获取社区居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及农牧户花户，按乡镇、街道和信用社服务范围逐户
进行金融服务走访责任划分，目前，对符合贷款条件的
常住农牧户建档评级率90.66%，个体工商户建档评级覆
盖面达到71.04%。

三是全面落实金融政策。针对受困小微企业（含个
体工商户）融资需求，及时了解小微企业生产、产品外销
及对资金需求情况，特别是经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及
物流运输等行业的小微企业和贫困户，采取简化手续，
并通过电子网络传送资料提前做好贷款展期、续贷准备
工作，及时为客户办理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业务，做到
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有效打通信贷资金堵点，帮助
企业度过当前难关。

四是积极开展减费让利。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
关于对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相关政策，切
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对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人民币贷款利率在同期同档次LPR市场报价利率
原上浮基点的基础上下浮30个基点，信用村、信用户贷
款利率同期同档次LPR市场报价利率原上浮基点的基
础上下浮60个基点。

五是扎实推进金融扶贫。切实加大扶贫小额信贷
和产业贫贷款支持力度，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认真调查
核实，精准对接，按照其生产资金需求和生产用途积极
给予精准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在脱贫攻坚期内保持扶
贫小额信贷支持政策不变，力度不减。同时结合携手乌
兰牧骑宣传巡演、打造金融草原轻骑兵、完善农信驿
站、开设农信书屋等活动将金融知识、金融产品、种养
殖科普知识送到农村牧区、田间地头，积极为农牧民搜
集和提供致富信息，帮助农牧民选择合适的贷款品种，
做到应贷尽贷。

六是努力优化金融服务。为有效落实金融“扩面”“稳
企业、保就业”政策要求，根据复产复工、春耕备耕、接羔保

育等关键时点融资需求，在原有相关信贷业务经营管理办
法的基础上，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细分客户群体，依群体
定产品，对“富民卡”授信额度和担保条件进行调整，对存量
优质客户、一般客户和潜在客户分别进行不同额度授信，有
效满足了不同客户群体的差异化融资需求。

下一步，四子王旗联社将继续深入开展普惠金融，
扎实推进“扫街”“扫村”活动，主动对接广大农牧民和小
微企业，提供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全力支持“六稳”“六
保”，助力复工复产，推动旗域经济良好发展。

四子王旗联社举办四子王旗联社举办““我和农信共成长我和农信共成长，，同筑伟大中国梦同筑伟大中国梦””主题演讲比赛主题演讲比赛

四子王旗联社党委书记四子王旗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贺兰英理事长贺兰英

当地牧民送来锦旗当地牧民送来锦旗

——砥砺奋进的四子王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实施普惠金融 助力“六稳六保”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联社党委书记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理事长（（左二左二））带队到信用嘎查调研带队到信用嘎查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