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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笛 通讯员

邱志江）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如何
建设？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如
何落实？近日，市老年基金会组
织各区老年福利协会在同安汀
溪镇顶上乡村召开研讨会，就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5
月21日印发的《关于推进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进行交流。市老年
基金会会长李建福主持会议。

《意见》首次发布《国家基本
养老服务清单》，以标准化方式
将基本养老服务内容向全社会
公布，这对于引导社会各界优化
整合资源，创新服务方式、优化
服务供给，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加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上，各区老年福利协
会负责人畅所欲言，针对各区养
老服务特点围绕该政策如何贯
彻实施建言献策。

同安区老年福利协会会长
郭永辉认为，当前，我们国家逐
渐步入老年社会，涉老服务涉及
面广，工作任重而道远。建议选
取一些有条件的村居作为试点，
采取有偿培训、到市爱心护理院
观摩学习等方式培训护理专业
人员，理思路、出方案，总结经
验，进一步推广。

集美区老年福利协会会长

陈清苗也表示，养老服务要求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建议加
强家庭式护理老人的培训，对高
龄老人的护理工作可以在镇街
进行试点。

思明区老年福利协会会长
林南河表示，在为老服务工作
中，社会组织更多是对政府的公
共服务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厦
门的为老服务工作一直走在全
国前列，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力
度很大，财政投入养老服务有预
算、有保证、有安排，总结了很多
经验，养老服务工作要有财力支
持才有持续性。他认为，要根据

财政情况进一步系统规划，建议
政府在拍卖地块时规划专门的
养老服务区域。

市老年基金会会长李建福
表示，为老服务工作需要我们深
入了解国家政策法规，以政府为
主导，社会组织进行填平补齐，
同时也要发挥健康老人自身的
作用。他认为，目前对老年人的
研究工作与实际需求有差距，需
要加强对边远山区、经济不发达
地区老年人的服务，在经济发展
基础上，通过试点逐步推广一些
为老服务项目，从而构建较为完
备的养老服务体系。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包含三大类16个项目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的内容，包含物质帮助、照护服务、
关爱服务等三大类16个项目。

物质帮助方面包括：达到
待遇享受年龄的老年人享受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为80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发放高龄津贴；为经济困难
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
为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
人提供护理补贴；为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的老年人提供最
低生活保障等。

照护服务方面包括：对65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老年人能力
综合评估；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进
行家庭适老化改造；对经认定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家庭养老
支持服务；对特困老年人进行集中
供养或者分散供养；对国家和社
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年人提供集
中供养服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老年人优先享受机构养老。

关爱服务方面，面向独居、
空巢、留守、失能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提供探访关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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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国家“基本清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市老年基金会召开养老服务政策研讨会

■我市为老服务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社区服务力度大。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许云芬 通讯
员李帆）记者近日从厦门老年大
学获悉，该校新校区一期（厦门老
年大学扩建项目一期工程）已投
入使用，并将于秋季学期开始招
生，秋季招生规模也大幅度增加。

据介绍，厦门老年大学新校
区一期项目位于斗西路与禾祥
西路交叉口（紧临原校区），按省
优工程的标准建设，突出“适老
化、智能化、园林化”的老年校园
特色。作为市委市政府落实“爱
心厦门”、爱心敬老的重要举措
和重要民生工程，项目在确保质

量、安全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
进，仅用时两年半就建成投用。

随着新校区的落成，今年秋
季厦门老年大学招生规模也将
大幅度增加，预计从去年的130
个班增加到208个班，招生人次

从去年的5800人次增加到9000
人次。此外，从明年开始，每年增
加70个班左右。

与此同时，新学期的课程设
置也将更加丰富多样。该校根据
老年人需求，增加了美妆、古琴、

吉他、围棋、拉丁舞、非洲鼓、简
谱钢琴、中医食疗、数码照片后
期处理等新课程，总计多达105
个门类。

接下来，厦门老年大学将在
旧教学楼拆除后，于原址上实施
二期工程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演出报告厅、教学成果展示厅、
学习主门厅及相关配套用房等，
计划于2023年7月下旬开工。

厦门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校区全面建成后，可同
时容纳3000名学员上课（年平
均3万多人次），是现有旧校区的
6倍多，不仅将极大改善学校办
学条件，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有效解决“一座难求”的供学
矛盾，而且对于推动我市老年教
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
老年人求知、求乐、求康，培育新
时代的“三有”老年人，都具有十
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厦门老年大学今秋启用新校区
招生规模将大幅增加，班级数增加78个，招生人次增至9000人次

■厦门老年大学新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