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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著增强。2020 年以来，全省建设养老机构

1168 所，社区养老设施（站点）10732 个，

实现每个县（市、区）建有一所县级失能特

困供养服务机构，养老床位达 18万张，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 73%。

  存在政策“落地”难等问题

近年来，全省养老服务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但也面临诸多“痛点”“堵点”，养

老政策落地难就是其中之一。

2021 年 7 月，来自江苏的投资人刘先

生被滇西某市的招商引资条件所吸引，准备

参与该市的养老事业建设。通过与相关部门

合作，采取“公私合营”形式，在该市建了

两家社区居家养老机构。

据刘先生介绍，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红利政策难以落地。“比如我们运营的‘幸

福食堂’，以午餐为例，两荤两素一汤的餐标，

60 至 70 岁老人每人仅 6 元，70 至 80 岁 4

元，80至 90岁 2元，90岁以上免费。按照

要求，我们不但要满足两个街道所辖社区老

年人的用餐需求，还要保障周边清洁人员、

建筑工人等群体的用餐。”刘先生介绍说，

由于就餐人数众多，餐标低，随着物价上涨，

他们本着保本微利原则经营的食堂很快出

现亏损，但招商引资时，相关部门承诺的

补贴却难以到位，现在几乎是难以为继的

状态。

多渠道筹集资金，不断创新养老服务模

式供给，是促进“老有所养”进一步落地落

实的重要举措。但因补贴资金使用管理不规

范，监管制度、监管力量、监管渠道缺位等

因素影响，导致上级资金和政策难以下沉。

此外，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还存在供给

能力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管理模式创

新不足等问题。

  多管齐下强化监管

如何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境，构建多

元化养老服务体系？业内人士表示，应强化

监管，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特别是要充

分发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的使用效

益。养老行业保本微利的特性十分突出，只

有严格监管和落实上级财政补助，才能让引

入的社会力量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能，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据云南省民政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云南将在以下几方面

下功夫：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政策和制度体

系建设；加快推动《云南省养老服务条例》

立法工作，确保养老服务在法治轨道上健康

规范发展；积极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

确基本养老服务的项目、对象、内容、标准

和支出责任，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提

高包括资金保障在内的各项保障标准；积极

加强养老服务监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完善养老服务行业信用管理体

系，全面建立健全政府管理指导、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的养老服务综合监管机制，通过健

全“月度梳理、季度通报、年度汇总”协调

机制，严格执行对账管理、定期通报、适时

督办、办结销号、年终结账等制度，加强动

态监测，确保养老服务市场放得开、管得住，

各项政策和奖补资金能够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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