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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的牵挂，

如今正成为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养老服务工作的生动实践。2019 年 12 月，国家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改

委联合发布首批 18 个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谷里街道以其“多元化综合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实践，

作为全省唯一的街道案例入选其中。

谷里街道在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因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日趋突出。主要

表现在：一是老年人口比例高，60岁以上老人有 9348人，其中，80周岁以上有 1241人，90岁以上有 130

人，百岁以上有 2人，老年化率达 23%；二是农村老人社会保障水平低，留守乡村的老人普遍文化水平低、

健康状况差，家庭难以承受社会化养老带来的经济负担；三是养老服务存在短板，对照高质量养老发展的

要求，街道养老设施不健全，社区居家养老功能不完善，养老服务理念跟不上形势发展。

面对老年化社会带来的挑战，为更好满足农村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谷里街道确定了“全面抓好托底养

老、全面完善社区居家养老、全面发展社会化养老、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养老”的工作思路，在养老服务主

体、对象、方式、产品等方面进行多元化探索，努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化运作、家庭参与的“城乡一体”

养老服务模式，打造“康养谷里”。

紧扣顶层设计统筹，在推动养老规范化上促协同

在推动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谷里街道坚持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完善制度设计。街道党委会多次专题研究街道养老服务发展方向和发展举措；按照区级养老工作的精

神，抓好补贴政策的宣传与落实，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加强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的监管与评估，提

高街道养老机构管理能力；出台《谷里街道关于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方案》《谷里街道关于社

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意见》，确立目标任务，明确部门职责，建立部门和社区的联动机制，探索多主体参

与养老工作的模式。

强化资金保障。街道将养老服务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引进社会组织的资金，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和运营补贴按区标准予以 1∶1配比，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建设服务、管理运行等方面良

性有序发展。2018 年，街道投入 1000 多万元对原敬老院进行适老化升级改造，投入 300 多万元打造“康

养谷”——街道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

加强队伍建设。街道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利用社工、网格员，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老

年协会等群团组织力量开展养老服务。在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发展志愿者的基础上，成立自我服务组织，

建立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机制，开展各类针对性的活动；推广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实现社区老人老

有所为的美好愿景。同时，多方面培养老年保健、护理康复等专业人员，多层次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

交流探讨，不断壮大街道的养老队伍。

紧扣美丽乡村建设，在改善养老条件上出实招



谷里街道努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已成为南京市首个全域美丽乡村和全域旅游示范街道，为发展街道

养老产业打造了优越的环境基础。

改善街道养老设施条件。2018年，街道对敬老院进行出新改造和内部装修，安装消防和呼叫系统，加

装电梯，购置适老化家具，让老人有一个舒适温馨的生活环境。还对闲置的办公用房进行改造，建设街道

居家养老综合管理指挥中心，内设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护理中心、老年学校、社会组织发展

中心、“小江家护”谷里分中心等工作机构，设置了老年中心食堂、休息室、沐浴间、医疗保健室、康复

训练室、心理疏导室、棋牌室、书画室、多功能教室等功能室，完善硬件设备，以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完善社区养老服务阵地。借助街道各类激励性举措，各社区充分利用闲置的资源，加大投入建设社区

居家养老中心，根据老人实际需求，推出助餐、助学、助浴、助洁、精神慰藉等定制化服务。现全街道已

有 14家居家养老服中心，其中有 2家 5A级、1家 4A级、5家 3A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箭塘、亲见、周村

等社区正重建新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向阳社区正利用碧桂园的配套用房，全力打造全区乃至全市一流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加强专业养老机构融入。街道引进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老年医院），共同在辖区特色田园乡村——

马府院，打造田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每周来中心巡诊一次，为所有住养老人提供老年综合评估、

慢病管理、随访、康复运动、用药指导等服务，让老年人享有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敬老院和康养谷改造后，

街道还引进省内知名养老机构——江苏悦华养老产业集团托管服务，通过更新服务理念，抓好护理人员培

养，有效地提高了谷里地区的养老水平，推动了城乡养老融合发展。

紧扣新型技术应用，在实现养老智能化上求突破

谷里街道在“软服务”上下功夫，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全面推广“互联网+养老”系统。依托区级“小江家护”信息化养老平台，谷里为 769位老人申请了线

下定期上门看护服务。街道还建成了“小江家护”谷里街道分中心，与区级养老信息网络中心联网，依托

大数据技术，对“小江家护”工作人员上门提供养老服务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和反馈，促进了养老服务质量

的不断提升。

开展线下上门服务。以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和社区网格员为主，深入到各社区宣传养老服务政策，对符

合上门服务的对象做好登记和网上申报工作，安排专业的服务人员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

化娱乐、康复保健等个性化服务，让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专业人员提供的高质量照料。

发放智能设备。按照区民政局的要求，街道为符合条件的特定老年人免费发放智能手环，提供实时定

位、24小时呼叫中心背后支持等功能。截至目前，街道已有 613名老人使用上了智能手环。下一步，街道

计划将辖区内的各养老服务点与中心进行联网，加强对养老机构的实时监督。

紧扣社会力量协助，在促进养老专业化上聚力量

谷里街道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促进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借助老年教育力量，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街道现有老年大学 1所、社区老年学校 11所、敬老院分校

1 所。参加老年学校学习人数达 2612 人，街道老年人入学率达 28.4%，参学率达 37%。在街道，通过邀请



专业的授课老师，开设了舞蹈、书画、声乐、柔力球、太极等课程，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

社区（村），聘请本社区、本街道的乡贤、退休老教师、老专家担任老年学校的兼职教师，根据社区老年

人的需求，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

借助社区卫生服务力量，推进医养结合。街道要求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融合建

设，深化健康知识宣传和良好卫生习惯引导，加大对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监测，并为其建立健康档案。

各社区社会组织还积极组织市区级医疗志愿者，为社区老人开展体检、问诊、健康教育等活动。

借助社会组织力量，丰富老年服务的内容。自 2016 年起，街道就开展公益创投活动。2019 年，街道

投入 326.68 万元资金，进行第三届公益创投招投标工作，引进了 29 家专业的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

这些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对街道和社区的养老工作进行了有益补充。

借助志愿者群体力量，深化养老服务工作。街道和社区深入挖掘社区能人，努力发展志愿者，成立志

愿者队伍。现全街道有社区能人 50多个、志愿者 300多人、自服务组织 20 多个，对社区内的老年人开展

结对帮扶活动，为老人提供温馨多样服务。对活力老人，组织在社区居家养老中心集中开展文体活动，对

失能老人，坚持定期上门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