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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170万人，目前正筹建智慧养老平台——

养老服务,让老人颐养天年
□本报记者 高 超

到 2020年，我市符合标准的养老服务设施将

覆盖所有城市社区和 90%以上的乡镇、60%以上

的农村社区，建设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和站点，全市养老机构床位数达到每千

名老人不低于 35张，护理型床位比例达到 30%，

初步形成“9073”的养老格局，即 90%的老年人通

过自我照料和社会化服务实现居家养老，7%的老

年人通过社区组织提供的各种专业化养老服务实

现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通过入住养老机构实现

集中养老。同时,我市将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规划建设一个养老产业园区。这是记者 11月 17

日从全市养老服务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我市自 1998 年进入老

龄化社会，截至 2016年底，

全 市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158.96 万 ，占 全 市 总 人 口

15.41%。全市 80岁以上老

年人 21.67 万，占全市老年

人口 13.63%，全市百岁老

人 共 有 478 人 。 预 计 到

2020 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

到170万人。

目前各类公办养老服务

机构共有 246家，床位总数

两万余张。其中，乡镇敬老

院224家；老年公寓3家，光

荣院 8家，社会福利机构 11

家。全市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共有 113 家，床位 8000 余

张。全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共有 323个，床位

数11084张，其中，城市日间

照料场所61个，农村日间照

料场所262个。

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170万人

自 2014年９月１日起，在

全市全面建立民办养老机构财

政补贴制度，按照入住南阳市户

籍老年人数量,给予每张床位每

月不低于 60 元的补贴。2016

年，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被纳入

《南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目前，在我市只要年满 60

周岁即可携带身份证、照片到市

民服务中心审批大厅民政窗口

免费办理老年优待证。老年人

凭优待证可在政务、医疗、交通、

旅游、商业服务等各方面享受优

待。年满 90周岁、户籍属于我

市户口的老年人不论城乡、不分

县区凭身份证、户口本就可申请

高龄津贴。而且与之前在百岁

老人津贴相比，现在的高龄津贴

可谓是提标扩面，惠及了更多的

老年人。

年满60周岁可免费办理老年优待证

我市加大投入力度、优化

发展环境。2016 年以来，共投

入 1000余万元，用于支持日间

照料、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信

息化平台建设。积极发挥市场

机制配置资源作用，不断优化

养老产业发展环境，支持民间

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积

极开展 PPP 项目推广工作，先

后有 4个养老项目列入 PPP项

目库。

2011 年以来，我市养老护

理员参加民政部、民政厅和市

级培训，考试合格率达 95%，有

10 名护理员在全省比赛中获

奖。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率明

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全面

提升。

去年以来4个养老项目列入PPP项目库

搭 建 智 慧 养 老 服 务 平

台 ，创 新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模

式。

目前正在筹建南阳市智

慧 养 老 服 务 平 台 ，打 造 符 合

我市特点的“互联网+养老”

服 务 新 模 式 。 该 平 台 建 成

后 ，老 年 人 只 需 拨 通 热 线 电

话 ，足 不 出 户 就 可 享 受 到 信

息 咨 询 、生 活 照 料 、家 政 服

务 、健 康 护 理 等 各 项 居 家 养

老服务，通过平台信息技术，

可 实 现 对 老 人 的 紧 急 呼 救 、

远 程 医 疗 、防 走 失 电 子 围 栏

等 功 能 ，打 造 一 座 没 有 围 墙

的养老院。

市民政局将协同各职能

部 门 全 力 推 进“ 南 阳 市 仲 景

健康城”建设，目前已有 19 个

养 老 备 选 项 目 列 入“ 南 阳 市

仲景健康城”重点项目。②5

目前正筹建南阳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琰

炜）11月 16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霍好胜亲切看望慰问了

在北京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的南阳籍火海救

人英雄王锋的妻子潘品。

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

彰大会上，王锋获得了第六

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其妻子潘品代其领奖。霍好

胜关切地询问了潘品近期的

工作生活情况以及老人、孩

子的有关情况，叮嘱潘品精

神挺起来，尽快抚平创伤，重

新振作精神；工作干起来，自

强不息，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家庭撑起来，照顾好老人，抚

养好孩子。方城县和民政等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英模家属

的关心关爱，及时对英模家

属遇到的困难予以帮助。

霍好胜指出，王锋是南

阳人民的优秀代表，是南阳

人民的骄傲。王锋坚强的意

志、高尚的品质、感人的事

迹，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充分体现。全市

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都要

大力弘扬英模精神，让向上

向善蔚然成风，进一步凝聚

正能量，为南阳经济社会发

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

又讯（全媒体记者陈琰

炜）11月 17日，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我市

收获颇丰，荣膺第五届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城市荣誉称号，西峡获得第

五届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此外还有多个部门和个人受

表彰。

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一颗颗文明的火种，不断渗

透进南阳儿女的心田，居民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

升。我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深入推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少

年儿童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不断优化，形成了全社会重

视支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浓厚氛围。

西峡县把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作为提高居民素质、提

升城市品位、打造宜居环境

的重要载体，通过深入开展

“传家风家训、树公德美德、

争先锋先进、做好人好事”主

题教育等一系列活动，积极

倡 导 和 营 造 和 谐 的 文 化 氛

围，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推动

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在 全 国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表彰大会上，还有中共南阳

市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监 察

局）、南阳市国家税务局、南

阳市交通运输局、中共南阳

市 委 宣 传 部 等 4 个 单 位 获

得 第 五 届 全 国 文 明 单 位 荣

誉称号；西峡县二郎坪镇、

宛城区溧河乡郭店村、卧龙

区王村乡郑岗村、西峡县丁

河镇简村、唐河县桐河乡李

司庄村、镇平县雪枫街道七

里 庄 村 等 6 个 村 镇 获 得 第

五 届 全 国 文 明 村 镇 荣 誉 称

号；南阳市第十三中学、南

阳市第十五小学、南阳市第

二 十 一 学 校 等 3 个 学 校 获

得 第 一 届 全 国 文 明 校 园 荣

誉 称 号 。 南 阳 籍 火 海 救 人

英 雄 王 锋 获 得 了 第 六 届 全

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②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打好精准

扶贫攻坚战，社旗县农村信

用联社一直在思考如何振兴

乡村？金融部门在精准扶贫

工作中能发挥什么作用？那

就是通过扶贫类贷款，实现

扶贫与金融的良性结合。”日

前，记者与社旗县农村信用

联社主任乔前锋聊起金融部

门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时，

乔前锋如是说。

近年来，社旗县农村信用

联社积极探索“政府+带贫企

业+农信社+贫困户”的产业

扶贫模式，截至今年 10月底，

该联社扶贫类贷款金额达 2.3

亿，拉动蔬菜、林果、食用菌、

养殖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

6267 贫困户就业创收，实现

了产业扶贫与金融的良性结

合。该县农信社创新推出了

“扶贫宝”“脱贫助力贷”等贷

款品牌，目前，所支持的李店

镇丙玉蔬菜专业合作社已发

展 4 个基地 1200 亩，搭建蔬

菜大棚 600余座，带动周边赵

河、潘河等乡镇 287户贫困户

发展蔬菜大棚 1300余座。在

学习借鉴内乡县产业扶贫模

式的基础上，该联社开发了

“聚爱脱贫贷”“民兴脱贫贷”

等多个品种，采用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由贫困

户贷款、带贫企业使用、每年

给贫困户分红的方式，实现贫

困户增收。目前投放牧源公

司、民兴科技公司产业扶贫贷

款达7000万元。②5

社旗探索产业扶贫模式

带动6267贫困户创收
□本报记者 杨天骄 特约记者 王章成 通讯员 李玉超

我市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收获丰硕

南阳：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霍好胜看望慰问王锋家属，要求弘扬英模精神，凝聚向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