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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基础。其次，要推进居家、社区、机构的进一步融合

发展。进一步巩固居家养老的基础性地位，发挥社区养

老的连接和纽带作用，强化机构专业优势的发挥。鼓励

机构依托专业的服务、设施和场地优势，为周边居家社

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支持社区嵌入式养老，总结以碑

林区“嵌入式家庭养老”为代表的优秀案例经验，结合

不同区域特征，在老城区和老旧小区加以推广实施；做

好统筹规划，保障每个新建小区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场地建设和用地保障，实现社区一站式养老；持续推进

居家适老化改造和社区无障碍化改造，完善居家及社区

养老环境。

4、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

养 老 服 务 提 质 升 级 既 是 养 老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然要求，同时也是满足老年人群体高品质生活的必然需

要。首先，要强化各类养老服务队伍建设。随着老龄化

进程的加速，养老服务发展中“人”的缺口逐渐显现。

要进一步打通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逐步提高

整体待遇，完善晋升渠道，提高职业认同感；要支持各

类院校增设老年服务培训基地，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养老

服务培训师资库；要把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建设纳入当地

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卫生人才发展规划，努力建

设一支专业者、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队伍。其

次，要科技赋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在确保传统养

老服务模式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

的 优 势 ， 缓 解 养 老 服 务 发 展 中 存 在 的 效 率 低 、 针 对 性

差、交流不畅等问题，打造不同层级的养老服务综合平

台建设，实现传统服务与智能化服务共同发展，满足更

多老年人群体更加及时、高效的服务需求。

5、深挖养老市场发展潜力

养 老 产 业 涵 盖 了 老 年 人 的 衣 食 住 行 等 各 个 方 面 ，

涉及领域广，市场需求量大，发展潜力不可预估，不仅

是满足老年群体消费的个性化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实

现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养老产业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

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兼顾公平和效率，要从供给端、需

求端和融资端进行梳理，把养老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

的重要抓手，尽可能预见将来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使得

行业能长期健康规范发展。另一方面，打造特色养老产

业，促进融合发展。结合西安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

及自然环境条件等，推动养老产业与文化旅游业融合发

展，打造具有西安特色的旅居康养、文化康养新业态；

结合现有的优质医疗资源，推动养老产业与医疗服务融

合发展，探索健康管理、紧急救治、疾病医疗、康复护

理、文化养生于一体的医养融合新路径。

6、形成多元共建服务格局

鼓 励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养 老 服 务 ， 是 积 极 应 对 人 口 老

龄化、推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体制机制，

进一步加快养老服务中的各项标准化建设，强化监管力

度，确保老年人能够有效享有各项养老服务；加强政社

合 作 ， 推 动 形 成 养 老 服 务 的 多 元 供 给 新 格 局 。 另 一 方

面，要充分发挥低龄老人及老年协会等的互助作用。加

大宣传力度，鼓励低龄老人以“时间银行”形式参与到

养老服务中，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家庭与

社区相结合，搭建社区内低龄老人互助养老平台，尤其

是在农村，推动形成“小老助老老”互助团体。

未来，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应继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在制度、体系、质量、

市场及社会力量上下功夫，确保老年人“养得了”“养

得起”“养得好”，不断增强老年人群体的获得感、幸

福感，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打造具有西安特色的养老

服务样板，以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

西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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