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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纳。另一方面，转变老年人的消极养老观（诸如闭门

养老、空耗时间、无所事事等），树立老有所学、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的积极养老意识。

其次，破解旅居养老资金难题。通过产品（服务）市

场竞争、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专项基金、吸纳民间资金、

“以房养老”和发挥余热等方式，多渠道解决选择旅居养

老的老年人遇到的资金问题，扎实推进落实“旅居乐老”

理念。

（二）强化政府作用，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率

首 先 ， 要 健 全 标 准 建 设 ， 完 善 监 督 机 制 。 一 方 面 要

尽快制定旅居养老市场准入标准，强化旅居行业信用淘汰

机制。另一方面，应结合省内地区资源优势，打造一批旅

居养老示范区，将标准化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到具体服务

当中，逐步建立并形成既有基本共性又有地区特色，纵观

南北、横跨东西的旅居养老标准化体系。通过明确服务质

量目标、规范服务方法、优化服务流程，保证旅居养老设

施建设、服务内容、服务流程规范有序。其次，要全面统

筹各方力量，为旅居养老提供动力源泉。旅居养老是一项

综合产业，应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聚合不同

产业部门、社会团体等多元力量，形成强大的支撑带动效

应 。 一 是 要 在 充 分 考 虑 地 区 自 然 资 源 和 人 文 资 源 的 基 础

上，结合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出合理的旅居产业规划。二

是要通过政企、政社合作，整合区域资源，优化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旅居养老配套服务。三是打造“陕西智慧旅居

养老”平台，引导老年人合理选择、正确消费。

（三）区分服务类型，培育专业人才，创新服务供给

首先，旅居养老服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可以

细分为探亲访友型、休闲度假型、疗养保健型、学习采风

型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服务有不同的需求特点，因此

应该借助不同的主体根据自身资源优势提供相应的服务。

同时，通过旅居养老行业内部改革，培育特色品牌，激发

潜在客户群体。其次，旅居养老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

管理服务工作，应该通过健全选拔任用机制、教育培训机

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行

业管理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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