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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9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中指出，民生本身就是天大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

重点、难点就是“一老一小”的问题。“一老”问题就是养老服务，在江苏尤其突出。江苏是经济强省，

也是人口老龄化大省。按照国际人口学会的标准，江苏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如何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中展现江苏作为？作为一种新的理念，“积极养老”对于破解难题、探索新路

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其核

心理念是最大限度提高老年人“健康、参与、保障”水平，确保所有人在老龄化过程中不断提升生活质量，

充分发挥体力、社会和精神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保护、照

料和保障。“积极老龄化”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自觉。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

康服务”，提出了包括医养结合在内的积极老龄化的具体措施。由此，“积极养老”的理念应运而生，成

为人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观念、新策略。

“积极养老”体现了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生命态度的转变，是中国养老观念的进步。对于江苏而

言，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搭建了平台，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

来的社会压力。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使得劳动力人口急剧缩减，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照护、福利保障

和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保障压力的剧增。“积极养老”有助于促进社会和

家庭减轻医疗卫生服务负担，降低社会服务治理难度。二是将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有利于缓解健康养老

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压力。老年人群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面对的是器官衰老带来的生理功能退

变，他们面对的是孤独、恐惧甚至痴呆、语言障碍等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他们面对的是心血管、糖尿

病等老年慢性疾病的发生。深度老龄化带来的是养老服务的新要求。“积极养老”恰恰满足了这种多元需

求，使得老年人的养老由生存型向生理和心理兼顾的发展型转变，由简单的生活照料向多层次、多样性、

个性化需求转变，由被动接受照顾向主动寻求社会参与转变。三是将调动各方社会资源，有利于缓解养老

产业发展不充分的压力。“医老”结合“养老”是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策略，也是新常态下老年养

老服务的切入点和突破点。养老服务业是关乎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积极养老”可充分调动政府、医院、社区、养老机构、企业等各方面的资源，打通养老产业链条，使其

作用发挥更加充分。

以“积极养老”的理念引领推动养老服务实践，关键在于发挥好各方作用，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协

同、市场参与、子女尽孝、技术支撑、老人互助”的新型养老模式。做好积极养老这篇大文章，是新时代

必须直面的民生问题。



第一，突出系统思维，整体谋划推进。从大的方面讲，高质量养老服务本身是一个系统，要把握内在

联系，遵循发展规律，强调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方。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养老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

去考量，综合评估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做出科学周密安排。比如统筹全省老年医

学资源新布局，做好养老医疗机构的规划建设。首先，应加大对江苏省老年医院的建设力度，使之成为面

向全省的老年医学指导与协调中心；其次，注重全省三级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协调发展，提高老年医

学学科服务水平，同时在每个设区市规划建设一所三级老年医院；再次，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苏南、苏

中地区先期建立二级县域老年医院；最后，通过医联体等途径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逐步延伸基本医疗服务

等。

第二，突出整合服务，强化协同创新。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

业，繁荣养老市场。这个过程要突出整合思维，实现养老资源的多重整合，力争做到八个“一体化”。一

是设置医院内“医养一体化病区”，或建立有养老照护功能的综合医院，实现医院与养老的一体化；二是

推广“医养融合机构”进社区，建设有养老照护功能的城市新社区，实现家庭、社区、机构养老一体化；

三是理顺社会保险管理制度，建立临终关怀的专项保险，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四是以美丽乡村、特

色小镇建设为载体，放大养老服务资源供给，实现城乡养老资源一体化；五是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开展

中西医保健康复一体化服务；六是加强养老专业建设，加强养老人才的定点、定向培养，实现养老人才培

养与养老机构建设一体化；七是商业资源配置，交通、文化、体育资源规划与社区服务的广泛对接，实现

社会资源提供与养老服务一体化；八是加大医务社工的队伍建设和培养力度，实现医务社工专业支持与养

老服务一体化。

第三，突出重点领域，着力补齐短板。目前我国确立的养老政策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但在全国范围内看，养老机构现在能提供的服务，每百人只有三张

床位，有的大城市要到 90岁以后才能等到养老床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做到就近

可及、普惠公平，成为我省“积极养老”的重点。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老年人群中期护理这个关键，将

养老重点集中在失智预防、失能延缓、失群复健上；要发挥群众力量，对接群众需求，完善社会志愿服务

体系，鼓励老人互助养老；要加大政府投入，如提供公租房，让从事助餐助行助医的社会力量免费使用，

给予水电气费用减免、减税免税等；政府有关部门、社区工作人员要保障公平准入，把主要力量放在公正

监管上，确保服务安全可靠，对有违规行为的要坚决逐出市场。



第四，突出文化引领，营造良好氛围。老人的幸福感是一个社会幸福指数的晴雨表，也是推进“积极

养老”的主要目标，最终要落实在老人内心感受和社会文化上。孝老、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儒家文化“仁爱”的重要内涵。重视人伦道德、讲究家庭和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民族凝聚

力、亲和力的体现。要深入挖掘“孝”文化宝藏，举办孝老讲堂、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用好春节、中秋、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社会风尚，营造爱老、助老良好氛围。此外，要强化榜样示

范作用，发挥好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作用，选树宣传先进典型，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的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