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湖高新区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实施方案

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完善居家社区

机构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按照民政部、

财政部相 关要求，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居

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武政

办(2021)99号)文件精神，结合辖区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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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新发展理念，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老年人居家生

活照料、康复护理等需求为核心，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扶持、

资金补贴、市场运作等方式，探索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衔

接的专业化照护服务体系，进一步扩大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有效供给，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养老服务消费

潜力充分释放、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改善，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

显提升。到2022年2月底前，全区建成家庭养老床位不少于50张

，服务人数不少于200人。



二、 对象范围

(一)有意愿的具有本市户籍且在本区长期居住的城镇低收

入(含低保)家庭中失能的老年人、个人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退

休金水平(3273元/月)且重度失能的老年人。

(二)低于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4100元/月)的失能老年人。

三、 主要任务

(一)服务主体。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

提 供主体(以下称服务机构),应当为在民政部门备案且运营满

1年 的养老机构、承接“互联网+居家养老”中心辐射式和社区

嵌入式服务 网点的运营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具

备相关资质的为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家庭养老床位的服务

机构应与所在区养老 服务综合平台进行对接，实现24小时动态

管理和远程监护。服务机 构需经过社会事务局招标确定后，由

各辖区街道、社区做好相关服务对象及机构的对接工作。

(二)开展能力评估。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评估，作出能

力等级判定；已开展过能力评估的老年人，可不重复评估。在

项目实 施阶段，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中失能的老年人、个

人收入低 于上年度人均退休金水平(3273元)中失能的以及90岁

以上自愿评估的老年人，其评估经费由评估所在区财政承担。

(三)推进床位建设。依托具备相关资质的服务机构，按照

《家 庭养老床位建设设施设备清单》,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居



住环境和生活空间进行必要的适老化与智能化改造，将专业照

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建床服务半径不超过15分钟。家庭

养老床位不收取床位费，服务收费标准由服务机构自主合理定

价，明码标价，主动公示，并在服务协议中予以明确。

(四)提供专业服务。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依托有资质的服务

机构，按照《家庭养老床位基本服务指导清单》,为签约老年人

提供专业服务，每天早、晚通过信息设备各查房1次，每月累计

服务时 长不少于30小时(其中，生活照料服务不少于服务总时

长的1/3), 医疗护理服务不少于2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应当根

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和需求予以提供，包含助餐、助洁、助行、

助浴、助医、康复、巡访关爱等项目。

四、扶持政策

(一)家庭养老床位补贴。在项目实施阶段，经社会事务局

验 收合格且连续提供服务满6个月的家庭养老床位，根据其建

设及设 施设备购置费用，采取实报实销方式，给予每张床位最

高不超过 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已享受居家适老化改造补助的

老年人家庭，只进行智能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可比照养老机

构享受老年人意外伤害险补贴和床位运营补贴。服务机构提供

服务满1个月后，向社会事务局提出验收申请，社会事务局(或

者其委托的第三方)与街道、社区共同入户对家庭 养老床位进

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向服务机构先拨付70%的补贴资金，剩余

30%的补贴资金在服务机构连续提供服务满6个月后予以拨付。



(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在项目实施阶段，特殊困难

老年人(即武民政(2021)9号文件规定的“补贴对象”)属本方案

规 定的“对象范围”,且未享受家庭养老床位补贴的，可享受

养老服务 补贴，其养老服务补贴可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付

。其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根据老年人能力等级、经济状况、

居住状况等综合评 估分值，比照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标准，按照轻度失能200 元/月、中度失能400元/月、重度失能

500元/月享受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享受服务补贴时间为自

补贴发放后第一个月开始，为期一年，年底清零。特别注意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家庭养老床位补贴和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补贴不得同时享受。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年11月上旬)。社会事务局部署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试点工作，积极组织街道

、 社区开展宣传，增强项目的社会知晓率和影响力，并做好辖

区服务 机构、评估机构等第三方机构的选定工作，按照区域分

布和街道、社区做好对接工作。

(二)启动实施阶段(2021年11月中旬至2022年1月)。严格按

照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的要求，迅速完善区

级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相关功能，并与市级平台进行对接，将老

人基础信息、服务机构信息、评估机构信息、床位信息、设备

信 息(含适老化及智能设备)、服务协议、服务数据、床位认定



结果等推送至市级平台，纳入市、区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进行监

管。

(三)考核评价阶段(2022年1月至2月)。街道、社区要收集各个

环节中的难点、亮点形成工作台账和总结资料报社会事务局。

社会事务局将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组织实施

情况、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亮点成果等汇总形

成工作 总结报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将通过市级养老服务综合平

台对各区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情况进行评估

，并会同市财政局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考

核。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社会事务局、各街道和社区要高度重

视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试点工作，街道、社

区以及区级平台和服务机构要明确职责分工，定期分析项目推

进情况，研究相关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领域的痛点和难点问题，确保项目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强资金管理。财政局要在中央政策支持的基础上，

安排专项工作经费，用于评估、检查验收、平台监管等工作。

加强资金监管，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不得

擅自扩大支出范围、不得在补助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不得以

任何形式挪用、截留和滞留补助资金，接受社会监督和有关部

门审计。对存在弄虚 作假、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服



务机构，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追回补助资金，取消其养老服务签

约商资格，3年内不得再次纳入服务机构范围；对恶意套现养老

服务补贴资金的补贴对象，暂停其2年补贴资格，重新评估后才

能按政策享受相应补贴。

(三)加强监督检查。社会事务局要切实加强居家和社区基本养

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试点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责任到位、任

务落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将不定期组织专项检查，通报项

目进展情况，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上级民政和财政部门报告

相关情况。

(四)加强政策宣传。社会事务局、各街道和社区要多渠道、多

形式宣传家庭养老床位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范围、服务内容、

建设标准、扶持政策，积极引导有资质的服务机构、老年人以

及家属广泛参与，协同提升居家养老的功能和水平，满足老年

人居家养老愿望及需求。

附件：1.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商名单及服务范围分布

2.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设施设备清单

3.家庭养老床位基本服务指导清单



附件1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任务分配表

序号 街 道 家庭养老床位(张)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人)

1 关东街 40

2 佛祖岭街 40

3 九峰街 30

4 豹解街 50 30

5 左岭街 30

6 花山街 30

7 龙泉街

8 滨湖街

合计 50 200



附件2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设施设备清单

序号 分类 类型 设备功能及基本要求 备注

1

化
(最
高
不
超
过

1500
元 )

网络连接设备
保证信号传输稳定。 必选

2
安全监控装置

佩戴于人体或安装在居家环境中，用
于监测老年 人动作或者居室环境
，发生险情时及时报警。包 括红外
探测器、紧急呼叫器、烟雾/煤气泄
漏/溢 水报警器等；用于监测定位
，避免老年人走失，包括防走失手
环、防走失胸卡等(主要用于失智老
年人或其他精神障碍老年人)。

必选

3
语音或视频

通话设备

及时、准确掌握老人在家实时情况，
支持有线/无线网络连接，双向实时
语音或视频通话，可远程操控，支
持内存卡储存。

必选

4
生命体征监测设备 支持有线/无线网络连接，动态监测

和记录呼吸， 心率等参数。
必选

5 门磁感应器
安装在门或窗等位置，实时记录和上
传情况，超长待机，支持有线/无线
网络连接。

必选

6 防压疮垫 避免长期乘坐轮椅或卧床的老年
人发生严重压疮，包括防压疮床
垫、坐垫或靠垫等。

可选

7 地面防滑
卫生间、淋浴间、厨房等区域铺设防
滑垫或进行表面防滑处理。

可选

8
床边护栏 (抓
杆)

配置床边护栏(抓杆),辅助老人起
身、上下床。

可选

9 安全扶手 在卫生间、洗浴区等区域安装扶手
。

可选

10 手杖 配置三脚或四脚手杖、凳拐，辅助 可选

适
老
化

智
能



(

最

高

不

超

过

1500
元 )

老人行走。

11 自动感应 灯具 配置感应便携灯，辅助老年人起夜
。

可选

12 洗浴设备 配置 配置淋浴椅，辅助老人洗澡使用，
避免滑倒。

可选

13 护理床 电动护理床，方便老人翻身、抬腿
、起身等。

可选

14
蹲便器改 坐便
器

减轻蹲姿造成的腿部压力，避免老
年人入厕时摔倒，方便轮椅老年人
使用。

可选



附件3

家庭养老床位基本服务指导清单

一、生活照料服务

个人清洁照护、起居照护、排泄照护、体位转移、穿脱衣物、

睡眠照护等。

二、膳食服务

制定食谱、制作膳食、进食照护等。

三、 清洁卫生服务

老年人居室内的清洁及消毒、常用物品的清洁与消毒；老年

人衣物、被褥等织物的收集、清洗、消毒等。

四、 医疗护理服务

健康指导、预防保健、康复护理、康复咨询、康复辅助器具

适配和使用训练、感染控制、体征观测、用药照护等。

五、 心理支持服务

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危机干预、生日关怀、节日关怀服务。

六、 委托服务

代缴费用、代购物品、陪同出行等。

七、信息化服务

监测老年人生命体征及活动情况，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紧

急救援、远程响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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