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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养老协会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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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行动计划推进我省出台行动计划推进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打造400家以上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据悉，我省将实施“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行动”，增

强养老机构专业照护服务能力，支持新建、升级、改造一

批养老机构，提升对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能力，增设认

知障碍老年人照护专区。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纳入

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范围，提高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照护

质量。

提升已建成三级养老服务中心规范化、标准化运营

水平。规范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与服务，培育

一批专业助老陪护机构，拓展陪护场景。到2026年，全

省打造400家以上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综合体）、

20个以上示范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同时，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健全家庭养老床位

设置模式、补贴政策，统筹推进适老化改造、智能化设

备、专业化服务“三入户”。完善为居家失能、慢性病、高

龄等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居家养老等服务支持政策。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发展老年助餐、助浴、助洁等，加强

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鼓励零售服务商、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等拓展助老服务功能。

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比例达到50%以上

根据行动计划，我省开展养老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推动养老服务普惠可及。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动态

调整机制，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健全特殊困难

老年人探访关爱长效机制，分层分类提高居家上门服务

覆盖面。优化老年助餐服务供给，保障助餐服务连续稳

定。全面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动态调整特困供养标

准、高龄津贴标准和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相关补贴

标准。

此外，完善基本养老服

务对象数据库，健全

信息监管与联

动核对机

制。开

展智

慧

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

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全省每年遴选发布10个智慧养

老应用场景，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2家智慧养老机

构，到2026年，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比例达到

50%以上。

健全覆盖服务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服务支

撑保障标准等内容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完善养老服务标

准实施、监督和评价机制，发布实施一批体现安徽特色、适

应服务管理需要的地方标准。全面推行养老机构等级评

定，引导开展养老服务质量认证。到2026年，全省养老服

务标准质量意识显著增强，标准化试点广泛开展。

新建适合终身居住的
政府保障性住房

行动计划中提到，将继续丰富养老产品供给。支持

研发康复护理、康复辅助、智能看护、智能养老辅助软件

等产品，推动发展老年人服装服饰、日用辅助、生活护理

等养老产品。培育壮大省级康复辅具特色产业园，依托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加快建设康复器具租售中心。建立

健全养老产品和服务消费评价体系。

积极推动社会适老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度扩大

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范围、提高改造标准，到2026年，

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5万户以上。大

力推进老旧小区配套设施、室外空间等适老化改造，推

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持续提升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

行服务水平，打造一批敬老爱老公交线路。开展数字适

老化能力提升工程，保留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线下服

务。推动老年食品、药品、用品等产品说明书适老化。

推广“+养老服务”新模式，促进文化、旅游、餐饮、家

政、教育、健康、养生、金融、地产等与养老服务融合发

展。鼓励发展老年数字教育，大力开发线上学习、互动交

流等创新教育产品。倡导终身住宅理念，指导各地新建

适合终身居住的政府保障性住房。引导银行、信托等金

融机构开发适合老年客户的理财、信托等金融产

品，支持推广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

此外，我省还将实施康养基地

建设推进行动打造高水平康养基

地，推动特色康养村镇建设，发

展高品质旅居养老。建成安

徽省养老服务综合信息系

统，支持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养老机构联合

组建智慧养老技术创

新平台。办好办实

安徽省养老博览会

等活动，引导电商平

台、实体商超举办老

年购物节，探索发放

养老服务消费券。

到2026年，安徽全省打造400家以上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综合体）；智慧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比例达到50%以上；引导电商平台、实体商超举办老年购物节，探索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

……日前，记者获悉，《安徽省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印发，其

中提到，到2026年，我省养老服务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覆盖全体老年人、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

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水平有效提升，全省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记者 祁琳 杨智

超过超过7070岁的老人岁的老人
在这在这55个时候宁可躺着个时候宁可躺着
也别走也别走路路

在人生的悠长旅程中，步入70岁以后的金色

年华，意味着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与彩虹，收获了时

间的智慧与生命的沉淀。这一阶段，身体机能逐

渐趋于平缓，对健康的关注也愈发重要。学会如

何科学合理地安排日常生活，尤其是在行动上，有

些时刻，选择静养而非强行走动，是对自身健康的

一种智慧呵护。建议超过70岁的老人，在这些特

定的情况下“宁可躺着，也别走路”。

1.清晨起床后

清晨，是人体从睡眠状态逐渐苏醒的过渡时

期，血压、心率等生理指标处于调整之中。对于70

岁以上的老人而言，猛然起床并立即进行活动，可

能会导致血压骤变，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因

此，建议老人醒来后，先在床上做几分钟的伸展运

动，让身体慢慢适应觉醒状态，再缓缓起身，坐在床

边稍事休息，最后再站立行走。这样的“慢启动”方

式，有助于减少晨间意外的发生。

2.饭后半小时

饭后立即进行剧烈运动或长时间行走，不利于

食物的消化吸收，尤其是对于消化系统功能已经有

所减弱的老年人来说，更可能导致胃部不适、消化

不良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胃下垂等。建

议饭后半小时内，老人最好选择静坐或平躺，轻轻

按摩腹部，促进肠胃蠕动，帮助食物更好地消化。

3.感觉疲劳或不适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耐力和恢复能力都

会有所下降。当老人感到特别疲劳或出现头晕、

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时，切勿勉强自己继续

行走或进行其他体力活动。此时，应立即停止一

切活动，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甚至是躺下来放

松身心。忽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强行坚持，可

能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及时休息，必要时寻求

医疗帮助，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4.极端天气条件下

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对老年人来说都是极

大的挑战。高温天气下，长时间外出行走容易引

发中暑；而寒冷季节，地面湿滑，加之老年人平衡

能力下降，摔倒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在遇到极

端天气时，老人应尽量避免外出，选择在家中静

养，可以通过阅读、听音乐、做简单的室内操等方

式来度过这段时间。

5.夜晚睡前

良好的睡眠质量对老年人的健康至关重要。

睡前进行剧烈的体力活动，如长时间散步，可能会

使神经系统过于兴奋，反而难以入睡。建议老人

在睡前一两小时内减少活动量，可以选择躺在床

上阅读或听轻柔的音乐，帮助身心放松，为进入梦

乡做好准备。

总之，对于超过70岁的老人而言，生活中的

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健康。学会适时“躺着”，不仅

是一种生活智慧，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护。

据《老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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