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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型社会。

 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

房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推进。

 持续推进经济困难的失能、残疾、

高龄等老年人家庭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

到 2025 年完成 25000 户家庭适老化改造。

 实施“智慧助老”行动。

15.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

 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认真开展“敬老月”系列活动和“敬

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将为老志愿服务纳入中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和高校学生实践内容。

  推动银发经济发展

16. 健全产业政策

 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老龄

产业发展。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老龄产业。

17. 培育重点产业

 推动服装服饰、智能日用辅助产

品、康复训练及健康促进辅具等老年用

品产业发展。

 实施“招大引强”行动，建设一

批养老服务特色综合体，打造一批为老

服务优质品牌。

 创新“互联网 + 养老”等智慧养老

模式，为老年人提供“菜单式”养老服务。

 发展老年旅游、“候鸟式”旅居、

生物医药保健等具有云南特色和影响力

的新业态。

18. 激活老龄产品市场

 加强宣传推介，将“七彩云南·养

老福地”元素融入全省各类节庆和招商

活动，鼓励企业设立线上线下融合、为

老年人服务的专柜和体验店。

 建立老年用品目录，搭建信息对

接和应用平台。

 加快发展老年用品租赁市场，推

广康复辅具社区租赁。

  夯实老龄工作基础

19.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养老护理员技能提升计划。

 建立省、州（市）、县（市、区）

三级养老服务机构分级分层培训体系，

实行养老服务人才分类培训制度。

 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务人员享有

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同等的职称评定、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等待遇。

20. 完善相关支持政策

 各地区要完善多渠道筹资机制，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各级政府用于

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用于养老服

务的比例。

 制定老年人住房保障优先等支持

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

住或共同生活。

 对赡养负担重的零就业家庭成员，

按规定优先安排公益性岗位。

21. 强化科学研究

 加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社会科学基金等对老龄领域科技创新、

基础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支持力度。

 支持研究机构和高校设立老龄问

题研究智库。
本刊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