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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
福民函〔2024〕46 号

福田区民政局关于福田区政协会议委员提案
第 2024189 号的答复

林新健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构建高品质都市养老服务新格局的建议》（第

2024189 号提案，以下简称《提案》）收悉。非常感谢您对养老

事业的关注与支持，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完善长者服务中心站

点，加强养老服务监管和评估，强化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发

展壮大老年人社会组织等建议，一直是福田区委区政府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构建高品质都市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我局对

《提案》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科室、中心深入研究，积极沟

通区相关职能部门，现将我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福田区老年人口现状

截至 2023 年底，福田区户籍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14.001 人，

老龄化率为 11.03%，户籍老年人口约占全市户籍老年人口的三

分之一。我区老年人口呈以下特点。一是户籍老年人口增速快。

目前我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 2025 年，户籍老年人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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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万，占比 11.2%；到 2030 年，户籍老年人口达 24.6 万，占

比 13.1%；到 2035 年，户籍老年人口达 33.6 万，占比 15.6%，

年均递增约 1.6 万人，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二是低龄老人占比

高。60—69 岁户籍老年人口 8.17 万，占户籍老年人口 58.35%；

70—79 岁户籍老年人口 3.97 万，占户籍老年人口 28.36%；8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约 1.86 万，占户籍老年人口 13.29%。三是高

知老人占比高。53.75%的老年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占比全

市最高，对养老服务要求相应更高。四是经济独立老人占比高。

89.7%的老年人经济来源以养老金为主，靠子女赡养为主的占比

仅 10.3%。快速老龄化叠加“低龄、高知、经济独立”的老年人

口结构特点，要求提前做好设施布局，加快发展多元化、多层次、

高品质的都市养老服务体系。

二、主要举措和实施情况

（一）广泛布局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区民政局出台《福田区

老年人照料机构建设运营管理办法》，制定《福田区构建高品质

都市养老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等文件，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盘活

服务阵地，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标准引领建设示范项目等措施，

建成了 18 家养老机构、49 家社区长者服务站、46 家小区长者服

务点、20 家社区长者综合服务中心、46 家长者饭堂、18 家居家

养老定点服务机构，开展超 4000 户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构

建成熟的“街道—社区—小区—家庭”四级养老服务网络，为大

城市中心城区养老提供先行示范，为打造“老有颐养”民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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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做出积极探索。

（二）积极促进医养结合无缝衔接。优化养老机构与医疗机

构“结对子”机制，实现辖区养老机构与社区健康中心 100%签

订升级版医养结合服务协议，建立“养老机构-社康中心-医疗集

团医院”三级转诊绿色通道。成功创建区福利中心、华龄颐康之

家 2 家全市首批医养结合示范基地。进一步丰富和便利社区医疗

服务、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完善“社区嵌入式”医疗和养老上门

服务，建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309 个，因地制宜融合提供多

样化的贴心服务，充分利用驿站的硬件设施和场地优势，提供健

康养生、健康宣传、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活动，促进长者增加

健康素养、加强社会交往。

（三）强化居家养老服务监管。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制定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系列评估参数，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

第三方通过服务跟踪、电话回访、投诉处理等形式对定点服务机

构的管理和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作为与服务机

构继续签订服务协议的依据。督促各街道对居家养老服务服务真

实性、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每季度以电话或上门等方式回访辖区

定点服务机构、受助人，抽查服务协议、服务记录。

（四）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着力增强职业吸引力，推动

出台《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补贴试行办法》，为本科以上或持有社

工证、护理员证等专业人员发放从业补贴或岗位补贴，康复类、

护理护工类等拥有专业知识的员工在机构占比提高到 45%。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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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 2024 年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方案》，进一步强

化养老服务人才支持。加强政校合作，依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

护专业支持，对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和服务意识再培

训，指导辖区养老护理员参与省、市职业技能大赛，培养专业化

养老服务人才；会同区卫健局组织开展 2 期培训，累计培训护理

员 200 人次；组织辖区各养老机构参加省民政厅举办的养老护理

员技能提高培训班，提升老年人常见意外现场急救技能，学习脑

卒中中医护理知识、强化与认知症老年人沟通技巧和防跌倒意

识，极力打造多层次、多维度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五）培育孵化老年人社会组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

区服务为平台，助力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专业介入、有效对接

的民生保障体系，包括社区养老新举措、参与拓展社区服务新项

目、协助提高社区卫生计生服务新水平、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新配

套等内容，构筑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人民生活保障“安全

网”。截至目前，孵化社会组织 751 家，其中有社区社会组织

172 家、老年领域社会组织 102 家。

三、下一步计划

我局将持续推进我区高水平、多层次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聚焦老年人对美好养老生活的向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智慧化赋能为支撑，进一步优化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高品质都市养

老服务体系，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您的建议，确保居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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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养老服务更好、老年人养老服务获得感更强。

一是夯实养老服务网络基础。继续盘活资源,利用社区内各

种闲置和存量设施新建、改造为社区长者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

日间托管、临时托管、文体娱乐、助餐配餐、辅具租赁、家庭喘

息、照护培训等普惠性养老服务。

二是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监管。探索建设养老服务智慧平台，

简化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发放流程，提高消费券监管、使用和结

算效率，同时加强老年人能力评估应用，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补助

对象信息档案，根据个性化服务需求，精准匹配居家养老服务，

提高服务满意度，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是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培

养培训体系，坚持需求导向，引导各类养老机构、大专院校联合

开设现代学徒制订单班，打造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将养老机构

选拔人才的关口前移，实现就业供需“双向奔赴”，着力打造一

支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化、职业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推进家庭

护老者培训，提高家庭照护能力，强化家庭照护的支持网络。

四是持续孵化老年人社会组织。切实用好福彩公益金支持老

年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资金的培育发展效能，不断畅通和丰富老

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渠道。结合民政事业发展目标，发挥老年组

织在民政事业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一系列方式方法的转变，使基

层老年协会走上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

我发展的健康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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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您对福田区养老事业的关心和关注。

福田区民政局

2024 年 9 月 13 日

（联系人：李星悦，联系电话：82925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