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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推进“五社联动”提质增效 助力现代社区建设
“五社联动”作为广泛联动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

的机制，是推进现代社区建设、

强化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是整

合基层治理资源、提升基层服务

水平的重要抓手。为适应新时代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需要，浙江省民政厅日前

发布关于推进“五社联动”提质

增效助力现代社区建设的意见。

意见要求，坚持党建引领，

健全完善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

作者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载体、

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

善资源为补充的现代社区治理

机制，推动“五社”有机融合，实

现“五社”优势互补，更好发挥多

元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和服

务的功能，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治理共同体，让城乡社区真

正成为人民群众舒心、省心、暖

心、安心、放心的幸福美好家园。

其中明确，到“十四五”末，

推动现代社区形成党建引领、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数字赋能、保

障充分的“五社联动”参与社区

治理机制，社区党组织统合能力

进一步增强，社区社会组织蓬勃

发展，社会工作者专业作用有效

发挥，社区志愿服务广泛开展，

社会慈善资源充分激活，居民自

治和社会协同水平不断提升，社

区治理效能显著增强。

到 2025年年底，全省建成
1000个星级社区服务综合体，专
职社区工作者中取得社会工作者

职业资格证书人数占比突破

60%；4A级及以上社会组织数达
到 3800家以上，平均每个城市社
区、农村社区分别拥有社区社会

组织 20个、9个，每个社区培育 1
个以上志愿服务类的社区社会组

织，每个社区拥有 5个以上活跃
度较高的社区社会组织，全省社

区发展基金会总数达 200家，登
记的乡镇（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等级评估率 80%以上；每万人
拥有持证社会工作者 35人，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全覆盖。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了六

项主要内容。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五社联

动”。依托乡镇（街道）和社区党

组织，加强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

项工作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

统筹“五社”力量参与现代社区

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五社联

动”全过程。

二是加快培育“五社”主体要

素。大力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完

善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工作机制。

加大社会工作岗位开发，拓宽社

会工作者职业发展通道，构建社

会工作者职业晋升和社会评价体

系，提升社会工作支撑力。强化社

区志愿服务组织的孵化和培育，

探索推动“全域志愿”行动，促进

村社志愿服务组织全覆盖。

三是深化创新“五社”联动机

制。强化“五社”组织主体联动，健

全完善以社区为平台，各类组织

为骨干，小区、楼道纵向一体，辖

区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慈善

组织横向联动的全覆盖机制。强

化“五社”要素资源链接，提升乡

镇（街道）统筹能力，整合全域“五

社”资源，对区域“五社”资源实行

集中培育、调度、管理。

四是进一步丰富“五社”应

用场景。根据“五社”资源分布，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拓展深化

“五社”调解纠纷、助力“一老一

小”、困难群众帮扶、孤困儿童关

爱、办好民生微实事、增进小区

治理质效、培植睦邻文化等方面

作用发挥。

五是不断壮大“五社”人才队

伍。推广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协

作服务机制，积极探索持证社工

作用发挥机制，深化社会工作督

导机制建设，加强社区公益慈善

项目策划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

用，提高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

六是持续强化“五社联动”

绩效评价。建立科学合理的目标

体系，推动形成党建引领下的

“五社联动”提质增效机制，提出

社区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发展、

社会工作者等领域目标任务。构

建工作体系，省市两级重点要做

好制度设计、政策供给和资源统

筹，县乡要立足区域特征，谋划

和推动落实本地区“五社联动”

特色和重点指标。

意见强调，强化创新实践，

加大探索创新力度，积极开展实

验试点，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

验。加强理论政策研究，坚持边

实践、边研究、边完善，不断健全

“五社联动”机制，形成具有当地

特色的发展模式。重视城乡现代

社区发展新形势、新情况、新问

题的政策理论研究和实务模式

探索，为“五社联动”更新迭代提

供理论支撑和实务支持。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
形势日趋加深。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下称兵团 ）如何应
对老龄化挑战，怎样提升养老服
务，让更多老年人安度晚年？

“智慧+养老”
打造养老新模式

“我来给您收拾房子，然后

再给您按摩。”近日，第八师石河

子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指挥调度

中心服务人员到某小区李明胜

老人家服务。

“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可对

工作人员定位、签到、签退，可全

程实时拍照。”该师市智慧养老信

息服务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会

对服务人员的服务工单进行审核

并进行回访，确保服务质量。

2023年以来，该中心依托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打造“15 分钟
居家养老服务圈”。该项服务内

容包括个人生活照料、助医及保

健服务、助餐服务、关爱助行服

务、助洁服务等 5大类 18小类。
民政部办公厅 2023 年公布

的 2021年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
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成果验收结

果显示，第八师石河子市该项目

成果验收为“优秀”等次，综合评

分位列西部地区 18个试点城市
中的第二名，在新疆位列第一。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

大多居家和社区养老，约 3%入住
机构养老。《兵团“十四五”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推

动“互联网+养老服务”发展。指导
各师市运用“互联网+”的建设思
路，通过信息技术把居家养老、社

区养老、机构养老融合，以满足老

年人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适老化改造逐步全覆盖

“有什么意外，一按呼叫器，就

会有人来。”73岁的第六师五家渠
市居民告诉记者，他家被纳入适老

化改造范围，由政府补贴安装了起

床扶手、紧急呼叫器等设施。

“我们优先保障 60周岁以
上低保家庭老年人、分散特困供

养人员，低收入中的失能、半失

能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第六师五家渠市民政局负

责人说，在适老化改造过程中，

该师市根据老年人身体状态和

家庭环境评估情况，提供了地面

高差处理、洗澡椅、感应灯、防走

失手环防滑地垫等 5 个类别 10
余个适老化项目，满足老年人家

庭个性化需求。

近年来，兵团支持各师市将

适老化改造工程覆盖所有居家

老年人。截至 2023年年底，兵团
共完成适老化家庭改造 8736
户。其中，第六师五家渠市入选

2023 年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
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地区。

家庭医生个性化服务

“保持平静，正常呼吸。”在

第一师阿拉尔市三团居民李金

保老人家中，家庭医生张毅为他

检查身体，更新居民健康档案。

70岁的李金保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等疾病，由于行动不便，去医

院做检查、治疗费时费力。

对与李金保情况相似的老

人，该师市依托医共体医疗资

源，组建由多学科医师组成的团

队，与有需求的老年患者签署服

务协议，有针对性地提供上门诊

疗、健康体检、送药等，建立稳定

的“契约式”服务关系。

“我们持续引导医疗卫生机构

增强为老服务能力，加强综合性医

院老年医学科及老年医院、康复医

院、护理院、安宁疗护机构建设，让

老年人看病就医更方便。”兵团卫

健委健康服务处负责人说。

助餐服务悄然兴起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和家庭结构变化，助餐服务成为

不断增长的高龄、空巢、留守等

老人的迫切需求。长者食堂、爱

心食堂、老年助餐点等老年助餐

服务机构在新疆悄然兴起。

“我家旁边的这个老年助餐

点方便又实惠！”在石河子市“金

城老碗”牛肉面馆“长者助餐服

务点”就餐的王英胜老人说。

2023年，八师石河子市向阳

街道发布“2023年新版老年助餐
地图”，将 11 家餐饮单位作为
“长者助餐服务点”，老年人只需

出示社区发放的“长者助餐卡”，

即可享受折扣。

这 11家“长者助餐服务点”，
是该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会同

各社区实地走访，对辖区餐饮企

业进行调研、考察后确定的。“街

道对承接老年人助餐业务的服务

商实施动态管理，如果群众满意

度不高，就会清退更换。”向阳街

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建多级养老服务体系

在位于第一师二团塔南镇

的一处养老院内，护工正在为 89
岁高龄的闫守章老人洗脚、修剪

指甲，收拾房间。“我们养老院

2023年 9月正式运营，完全有能
力照料半自理或者全护理的老

人。”阿拉尔市颐乐养老院负责

人霍爱荣说。

该师市目前建有养老院 17
座、日间照料中心 12家。同时，
在社区设置棋牌室、影音室、健

身房等，开办老年食堂，为老年

人提供方便、快捷、可口的配餐、

就餐服务。

多年来，兵团统筹规划养老

服务设施用地空间布局，引进社

会力量，逐步完善以养老机构托

底、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为依托、

居家养老服务同步推进的多层

次发展格局。

兵团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

兵团民政局积极争取中央预算

内资金 1.63亿元，支持新建和改
扩建一批养老服务机构，每年举

办养老院院长培训班，提升养老

服务机构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

优化分层分类服务供给，推动养

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

在兵团乐享“夕阳红”

“我在团场参加老年大学、

巡逻队，生活很充实。”75岁的申
瑞发是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红

烛”五老志愿服务队的一员。提

起在团场的老年生活，他称正乐

享“夕阳红”。

二二二团 2021 年运营的北
亭老年大学，为当地退休人员提

供了一个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

平台。年轻时就爱戏曲的申瑞

发，现在忙于团场各类文艺活动

及志愿者活动。

“去年兵团豫剧团到基层演

出，还为我这个戏迷现场上妆，

让我上舞台过了把瘾。”申瑞发

说：“我父亲 103岁走了，母亲 99
岁去世。我现什么毛病也没有，

在团场日子过得这么好，我也要

长寿的。”

在“五一”“十一”以及重阳

节、元宵节等节庆期间，兵团多

个师团组织志愿者到养老院免

费提供服务。每年 3月，学校会
组织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到养老

院空巢老人家中，打扫卫生、给

老人剪指甲、表演小节目、和老

人聊家常。“爷爷奶奶们很开心，

我们也很欣慰，希望更多人参与

到爱老敬老的队伍中。”第十二

师第二中学学生李馨雨说。

“兵团通过有效引导，着力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扎

实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为老年

群体提供多层次、高品质、专业

化的养老服务，探索具有兵团特

色的养老模式。”兵团养老行业

协会负责人表示，养老服务已从

“基本养老”迈向“品质养老”。

（据中国新闻网）

新疆兵团：养老服务如何从“基本养老”迈向“品质养老”

■ 本报记者 皮磊

兵团逐步完善
以养老机构托底 、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为依托、 居家养老
服务同步推进的多
层次发展格局
（图片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