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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通知提出，到
2025年，在全国建成5000个示范性
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老年友好型
社区长啥样，怎么建？适老化改造
如何避免“叫好不叫座”？记者就此
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不是“无障碍”那么简单

提到老年友好型社区，你会首
先想到什么？无障碍坡道、塑胶人
行道，还是醒目的楼栋牌号？其
实，它的内涵可不止这些。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调查
基础上编制指南提出，老年友好型
城市的建设涵盖户外空间和建筑、
交通、住房、社会参与、尊重与社
会包容、市民参与和就业、交流和
信息、社区支持和卫生保健服务八
个领域。

“创建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借
鉴了世卫组织理念，是我国此前开
展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延续。”全国
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标准制
定牵头人、时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曲嘉瑶说，这套标准
既凸显人文关怀，又传递出积极老
龄观。

老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附近设
置公共厕所，有条件的社区设置无
障碍公共厕所，并配置紧急呼叫设
备；支持发展社区嵌入式医养结合
机构，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

服务；引导和组织老年人参与社区
治理和服务……

标准从居住环境等六个方面设
计了社区层面可操作的指标，还针
对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需求和跨越

“数字鸿沟”的困难，把社会参与广
泛充分、科技助老智慧创新的内容
单列成章。

“既有对硬件建设的要求，比如
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出行设施
建设，也有对软性服务的要求，比
如对社区医疗卫生、日间照料服务
的要求等。”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
副司长蔡菲说，硬件的建设相对容
易，但软性的服务提升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

走好构建老年友好社会的
“第一步”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场所，与
老年人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密切。
把社区作为切入点，是建设老年友
好社会的“第一步”。

蔡菲介绍，国家将结合各省
（区、市）的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
程度、社区数量、工作基础等情况
分配创建指标，再按照社区自愿申
报、县级初核、省级复核和推荐、
国家评审、公示、命名的流程，逐
年确定全国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
社区。获批社区可以获得国家授予
的奖牌，可以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
金的支持。

“2021 年将在全国创建 1000 个

示范性社区，此后到2025年，每年
再创建1000个，为全国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蔡菲说，我国东西部、城
乡的差异较大，目前印发的标准是
为各地提供的参考和方向，各地可
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创建标准。

同时，国家将不断完善示范性
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工作机制，
逐步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公正合
理、与时俱进的考评指标体系，并
包括老年人满意度等主观考核指
标，加大对已命名示范性城乡老年
友好型社区的抽查和公开力度，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通知，到2035年底，全国
城乡社区普遍达到老年友好型社区
标准。安全舒心、清洁卫生的良好
环境，完善、便捷的出行设施，高
质量的医疗卫生、健康管理、紧急
救援等社区服务……美好生活图
景，令人期待。

“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建成具有
养老保障、孝老传统、敬老风尚、
为老服务、助老行动的老年友好社
会。”蔡菲说。

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

近日，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
道通过智能水表“监测”独居老人
安全状态，这一颇具温情的“适老
化改造”细节打动了许多网友。

“安装智能设备本身难度并不
大，关键是后台的服务要跟上。”曲
嘉瑶说，让社区“适老”，有的地方

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她举例说，从近年实际情况来

看，由于存在资金问题、住房类型
多元化、部分老年人观念保守等原
因，居住环境适老化改造推进相对
缓慢。在曲嘉瑶看来，这既要求政
府部门予以充分重视，更需要各部
门密切配合。

“‘适老化’要因地制宜、注
重实效，根据老年人的突出需求精
准施策，避免‘叫好不叫座’；还应
规划引领、标准先行，防止产生

‘纠错’成本。”中国老龄协会政策
研究部政策研究处处长周宏说，不
但要改善硬件，更要以创建示范性
老年友好型社区为抓手，将“适老
化”理念融入各项政策，在社会建
设和社会管理中更多考虑人口老龄
化趋势和老年人需求，促进社会生
活环境从“成年型”向“全龄型”
转变。

蔡菲认为，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是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而
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也需要一个过
程，如何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找
到平衡点，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强对各级
老龄工作人员和社区服务人员的宣
传倡导、培训教育和工作指导，不
断提升其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努
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蔡菲说。

到2025年，在全国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

老年友好型社区离我们有多远？

新华社合肥 12 月 17 日电 记者
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当
地警方打掉了一个频繁往返西南边境
运送现金，帮助从事电信诈骗的不法分
子“洗白”赃款的洗钱团伙，抓获13名犯
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达5000万元。

今年10月，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
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辖区内的一家
公司经营异常。据办案民警介绍，这
个公司没有营业执照，却有着多道门
禁，办公室里摆着十余个行李箱，几位
年轻人不分昼夜频繁进出。警方随即
展开调查，一个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
提供洗钱服务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警方成立专案组，先后奔赴云南
省昆明市、普洱市，安徽省阜阳市等
地，逐步掌握了该团伙的运营模式和
活动轨迹。11月17日开始，警方对该
团伙进行集中收网。

经查，该团伙与一些电信诈骗犯
罪团伙对接，诈骗团伙将赃款以电子
货币的形式汇入该洗钱团伙的账户，
洗钱团伙在电子货币交易平台将电子
货币转卖成现金，再将现金运至西南
边境交易。为了逃避打击，该洗钱团
伙要求团伙成员每次取现不超过 20
万元，并且每个成员办理多张银行卡。

安徽警方
打掉一个洗钱团伙
涉案金额达5000万元

新 华 社 武 汉 12 月 17 日 电
“一校一站”，确保有落户意愿的大
学在校生“能落尽落”。近日，记者
从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获悉，
12月以来，武汉警方在全市各高校
设立落户服务站，对大学生落户申
请现场受理、全程服务，着力打造

“门槛最低、手续最简、机制最活”
的大学生落户新模式。

12月16日上午，记者在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
局大学生落户服务工作站”看到，民
警正与几名前来咨询的大学生面对
面交流，耐心解答相关政策。“没想
到这么快捷，不出校园就办成了！”
上午10时许，该校会计专业的大一
新生小伍从服务站民警手里领到新
户口时兴奋地说。她告诉记者，前
几天从服务站了解了落户政策后，
自己12月12日提交了落户申请材
料，4天以后就拿到了新户口。

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12月以来，武汉警
方按照武汉市打造“大学生最友好
城市”的发展战略，发挥警校联动
机制，在每所高校设立一个“大学

生落户服务工作站”，配备业务娴
熟的民警、辅警，实行“专班运作、
团队进驻”，并实行一周七天工作
制，不间断开展大学生落户的政策
宣传、咨询解答、落户办理等工作，
为大学生提供“网上办、上门办、预

约办”等贴心化服务。
截至目前，武汉市 85 所大专

院校共设立大学生落户服务工作
站 92 个，开展宣讲 741 场，提供咨
询2.51万余人次，共办理大学生落
户10296人。

武汉高校设立落户服务站

打造大学生落户新模式

12月 16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大学生落户服务工作站”，民警与前来咨询的大学生交流，解答
相关落户政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