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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人民政府文件 
镇政发〔2018〕8 号 

 

镇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

各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7〕121 号）和《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苏政

办发〔2018〕1 号），进一步促进我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一）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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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新建住宅小区按每百户 20 至 30 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

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已建成的住宅区按 15 至 20 平方米的

标准调剂解决，到 2020 年全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全覆

盖，城乡标准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使用面积不低于 200 平

方米）覆盖率分别达到 80%和 40%。推进街道日间照料中心（使

用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米）建设，2018 年全市新建 5 个，2019

年实现全覆盖。（责任单位：市民政局、规划局、住建局，各辖

市区。以下均须各辖市区落实，不再列出。） 

（二）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通过政府补贴、产业引导和业

主众筹等方式，加快推进适宜养老的居住区建设。重点做好老旧

小区内坡道、电梯、健身器材、照明系统以及路牌标示系统的适

老化改造，2018 年，本着“业主自愿、充分协商、依法合规、

保障安全”的原则，对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开展增设电梯试点工作，

制定出台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暂行办法。到 2020 年全市新建和改

造社区适老化项目达到 10 个。（责任单位：市住建局、质监局、

体育局） 

二、进一步促进养老机构发展 

（三）放宽已举办养老机构补办设立许可条件。对未取得设

立许可的已举办养老机构，在确保房屋建筑安全和场所消防安全

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补办设立许可的条件。对无法提交房屋竣

工验收合格证明的养老机构，可委托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进行房屋安全鉴定，鉴定结果达到 B 级及以上且符合要求的房屋

安全鉴定报告，作为补办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凭证。对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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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以后举办的、无法提交消防审验合格意见或备案凭证的

养老机构，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城乡规划部门出具

的证明该工程合法性的有效文件，补办消防审批手续后，可补办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责任单位：市民政局、住建局、规划局、

消防支队、国土局、环保局） 

（四）简化新举办养老机构登记许可程序。申请人申请设立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取消审查同

意程序。申请人申请设立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按“先照后证”

的简化程序执行，由工商部门办理登记后，在民政部门申请设立

许可。民政部门在办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时，申请人能够提供房

屋产权证明的，不再要求提供房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申请人能

够提供房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但尚未取得产权证明的，可为其先

行办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并要求申请人产权证办妥后及时报备，

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做好相关办证服务。申请人利用闲置的厂房、

学校、社区用房等资源举办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条件参照已举

办养老机构。（责任单位：市民政局、住建局、规划局、消防支

队、国土局、环保局） 

（五）规范养老机构管理。各辖市（区）要组织民政、住建、

规划、国土、公安消防等部门，对辖区内尚未取得设立许可的已

举办养老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对符合补办设立许可条件的养

老机构，允许其补办设立许可，否则由各辖市（区）责令限期关

停，并妥善安置已入住老人。今后，未经登记和许可的养老机构

一律不得接收老年人入住。（责任单位：市民政局、住建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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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局、消防支队、国土局） 

（六）加快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加快推进具备向社会提供养

老服务条件的公办养老机构转制成为企业或开展公建民营，到

2020 年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应不

超过 30%，其中，农村敬老院公建民营率不低于 60%。改革公

办养老机构运营方式，鼓励实行服务外包。（责任单位：市民政

局） 

三、进一步推动医养融合发展 

（七）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全市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要为失能半失能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

上门巡诊、上门护理和家庭病床等服务，2018 年开始将符合条

件的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支持在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嵌入健康卫生小屋或全科医生工作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让老人就近就便享受健康养老服务，2018 年在市区开展试点。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设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床位，实现优质

康复和护理服务下沉。（责任单位：市卫计委、人社局、民政局） 

（八）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与养老机构深度融合。鼓励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在辖区内养老机构开展驻点服务。对在养老机构开展

驻点医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保按养老机构实际服务的

参保老年人数，确定“人头费用指标”，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费用指标范围，并给予适当倾斜。对经登记并取得卫计行政部门

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协议管理申报条件的护理院、养老机构和开设护理型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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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机构，按规定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范围。落

实医疗机构巡诊养老机构制度，对无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

由属地（或就近）的医疗卫生机构与其签订医疗服务协作协议。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为合作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开通

服务热线，定期查房，提供换药、导尿、针灸、推拿、拔罐、艾

灸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服务所发生的医保范围内费用由医保基

金给予支付。（责任单位：市卫计委、人社局、民政局） 

（九）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0 年前，建立政府、社

会、单位和个人多方筹资，符合我市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着力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障问题。（责任单位：市

人社局、财政局、卫计委、民政局） 

四、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十）推行学历教育。驻镇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院校，下同）要围绕社会对养老服务人才的需求，加快培养老

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满足

社会需求。鼓励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对养老服务类专业学生

给予减免学费等政策优惠。（责任单位：市教育局、人社局） 

（十一）加大培训力度。继续开展养老护理员、管理人员免

费培训，将符合条件的失智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纳入免费培训范

围。市本级重点扶持 1—2 家优质培训机构，建立 1 个市级养老

护理实训实习点。（责任单位：市民政局、财政局） 

（十二）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养老护理员入职补贴制度，鼓

励专业对口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业。2018 年开始，对在市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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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连续从事养老护理岗位工作满 60 个月的本科、大专及中专

院校养老护理及相关专业毕业生，分别给予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的一次性入职奖励。（责任单位：市民政局、财政局） 

五、进一步落实财政支持政策 

（十三）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建立城乡一体、标准

一致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到 2020 年，享受政府购买服务

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 10%以上。2018 年开始，市区提供以

下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一是居家养老信息呼叫服务。为市区

户籍 60 周岁以上低保、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重点优抚对象、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对象提供居家养老信息呼叫服务。二是居家

养老上门服务。市区户籍 60 周岁以上低保、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重点优抚对象等半失能和失能老人，每人每周分别享受

75 元（3 小时）和 100 元（4 小时）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60 周

岁以上低保和低收入（低保标准 2 倍以内）失独自理老人、60

—79 周岁分散供养失能半失能特困老人以及 80 周岁以上分散供

养特困老人和低保自理老人每人每月享受 75 元（3 小时）的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三是入住养老机构服务。除分散供养特困老人

外，以上其他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时，购买服务

费用可抵扣入住养老机构支出。（责任单位：市财政局、民政局） 

（十四）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2018 年开始，对新

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标准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健

康卫生小屋，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对服务达到要求的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每年给予不低于 12 万元的运营补贴；对服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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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普通型和标准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年给予不低于

2 万元的运营补贴。对连锁运营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适当给予

运营机构一次性补贴。完善助餐点运营补贴制度以及困难老人午

餐补贴制度。制定老旧小区电梯适老化改造扶持政策。（责任单

位：市民政局、住建局、卫计委、财政局） 

（十五）完善机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2018 年开始，对入

住市区民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农村敬老院的本市户

籍非民政福利供养对象的老年人，以及跟随镇江户籍子女在市区

以上养老机构入住的外地老年人，按护理等级给予所在养老机构

相应的运营补贴，其中，介助对象每人每月 100 元，介护对象每

人每月 120 元。对连锁经营养老机构的，适当给予经营机构一次

性补贴。建立养老机构运行补贴奖惩制度，通过运营补贴杠杆，

促进养老院服务质量提升。 

各辖市要参照市区做法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并报市民政局

备案。 

 

 

 

镇江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3 月 1 日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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