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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城区养老服务创新 

德城区常住人口69.53万人，60岁以上老龄人口11.2万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7.9

万人，老龄化率16.12%。近年来，德城区积极推动综合养老服务“从无到有、从有到

快、从快到优”持续稳步发展，构建起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

养有机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擦亮“德康养”养老服务品牌

。 

一、居家养老服务方面 

在全市率先开展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引进专业服务组织为60周岁以上

经济困难老年人、城乡分散特困老年人、脱贫家庭老年人、失独家庭老年人四类特殊

老年群体购买“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助急”六助及关爱探访等52项居家

养老服务，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成立德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成德城区智慧

健康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开通12343养老服务热线，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

走出一条政府胸买服务、市场化运作、信息化为载体的居家养老服务路径。服务开展

至今，已为符合条件的老人开展了6.2万次38.2万工时的居家养老服务．根据“一户

一策”原则，按照每户3000元标准，为1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家庭适老化改造，

建成“适老化智慧监护平台”，为老年人提供远程监护。在全市率先启动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试点，新增家庭养老床位112张。 

二、社区养老服务方面 

以社区养老为中心聚焦难点，建立起居住小区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四同步”

工作机制。建成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66处，小区养老服务

驿站5处。统一登记管理、统一牌匾标识，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实现

了横向上的科学布局和纵向上的有序衔接。探索“区级统建、机构增设、社区自建、

村幸福院嵌入、上门做餐”五类助餐模式，建成运营各类助老食堂26处。 

三、机构养老服务方面 

截至2023年底，德城区共有养老机构21家，星级养老机构17家，总床位1915张，

护理型床位1228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4%,医疗服务覆盖率达100%，德润、悦活等一批

领跑全市养老行业发展的高端项目陆续规划建设。发挥养老机构评星定级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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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带动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持续改善，养老从业人员培训率达到100%，职业鉴定率达

90%以上。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建立养老服务设施内控、监测、约谈、联查四项

制度，在全市率先完成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全覆盖，6人夺得全市首届养老服务领

域三个层面“最佳”称号，保持了养老服务安全运营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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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县养老服务创新 

近年来，宁津县加快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复

相结合的多层次、智能化养老服务体系。截至2023年，宁津县共有养老机构11家。其

中公办养老机构7家，民营养老机构4家，在院老人共853人，其中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416人，社会代养老人437人。 

一、建设居家“居家社区养老＋数字化”服务平台 

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居家“居家社区养老＋数字化”居家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

居家、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养老服务供给及监管的智能化、可视化、数字化，提

供老人端、政府端、社区端等“十个端”服务。整合社区配建资源，积极构建更加精

准、智能、专业的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促进全县社区养老服务高品质发展，目前该平台正在试运行。 

二、高质量打造宁津县智慧医疗康养产业片区 

项目总面积约2110亩，总投资32.7亿元，分三期建设，包括县老年养护院、居

家养老公寓、医养康复中心、县医院综合病房楼、棚户区改造等项目老年养护院建筑

面积2.4万平米，投资7000万元，设计床位517张，多元化满足老年群体的养老居住、

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等需求。居家养老公寓建筑面积1.2万平米，依托福利中心区位

优势以及养老医疗资源集聚优势，打造医养结合养老新高地。医养康复中心建筑面积

1.1万平米，让“医”和“养”更深层次结合，高效配置医养康养资源。国企资质惠

宁养老公司提供日问照料、康复理疗等便民养老服务，满足老人“物质＋精神”双需

求。 

宁津县是中国五金机械产业城、中国实木家具之乡。随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加

大，老年用品市场需求日趋旺盛。宁津县围绕老年人多元化市场需求，利用“一金一

木”产业优势，立足养老产业、结合智能化，着力提升老年人满意度，逐步形成老年

生活适老辅助用品、医养康养、健身设备等为一体的生产链，覆盖养老健康生活各个

方面。 

三、探索养老服务垮区域异地共享 

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冀鲁边界联检为契机，与吴桥县、南皮县等县达成“平

安边界携手共建养老服务平台共享”框架协议，从养老平台共用、养老资源共享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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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才、共育3个方面深入合作。一是免费共享“居家社区养老＋数字化”服务平

台使用权限，实现两地养老平台共用、数据互联互通；二是为周边县市区提供养老服

务床位，为老年人跨区域共享高质量医疗康养服务提供便利；三是深化养老服务人才

培育合作，建立养老服务人才交流培养机制，促使两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人才交流

学习不断加强，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四、健全社区资源协调机制和开展家庭适老化改造 

健全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聘请

第三方培训机构对全县129名养老护理员进行专业培训，全面提升养老护理员队伍职

业技能。实施“社会力量＋商业保险”兜底保障模式，联合慈善总会为全县1245名经

济困难老年人购买困难群众救助保险，进一步落实政府购买服务保障困难老年人工作

。2023年实施特困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对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范围的高龄、

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按照“一户一策”原则制定方案，完成年内170户家庭的适

老化改造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