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社区养老照护工作计划 社区居家
养老工作计划(模板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是时候开始写计划了。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
计划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社区养老照护工作计划篇一

随着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年底我
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3.9%。为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
需求，发挥养老服务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
生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意见》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
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结合我市实际，特
制定本规划。

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总体
思路，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强化政策引导，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面力量，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建立与我市人口老
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统筹城乡的
适度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
尊严。

1.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认真履行规划指导、政
策扶持、监督管理等职责，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服务，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

2.坚持因地制宜与统筹发展相结合。立足实际，科学制订养
老服务体系发展规划，整合各类资源，优化空间布局，统筹
城乡养老事业全面科学发展。



3.坚持突出重点与适度普惠相结合。在重点保障低收入的高
龄、独居、失能等困难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扩大
为老服务范围，推动养老服务业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4.坚持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功
能，着力巩固家庭养老地位，促进代际和谐。多举措大力发
展社会养老，探索并实行具有蛟河特色的养老模式。

到20xx年底，中心城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实现全覆
盖，8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农村社区建立养老服务设施和
站点。全面推进中心城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和农村养老大
院建设，日间照料服务基本覆盖中心城区社区和60%以上的农
村社区，完善城乡社会福利中心建设，扶持发展民办养老机
构，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30张。到20xx年12月底全市拥
有养老床位数20xx张，基本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
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功能
完善、覆盖城乡的适度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1.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到20xx年底，建立覆盖中心
城区、乡镇街区和社区(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中心城
区街道和社区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全覆盖;80%以上的乡镇
街区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养老服务设施和站点。加快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掌握老年人及家庭成员
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等信息，推进信息平台与
居家养老服务实体的有效连接，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及时、
便捷的服务。

2.大力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吸收社会各种服务
资源和经济实体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有效聚合功能区域内的
服务资源，重点开展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康复、精神
慰藉、法律援助等居家养老服务，形成体现居家养老特点、
需求与服务对接、各类服务资源配置相对完整的居家养老服
务保障体系，使居家老年人遇到的实际困难能够得到有效解
决，生活和医疗服务得到基本保障。



3.加强特殊群体的居家养老服务。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等
特殊老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采取低偿和有偿 服务的方式，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家庭陪护、基本生活照料、特殊护理、
紧急援助等服务。同时，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拓展服务领
域和服务内容，探索建立特殊养老群体分级分类服务办法，
满足其多样性的服务需求。

4.探索老年宜居社区建设。不断改善老年人基本居住条件，
实物配租应优先面向已经登记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老年人
家庭。在老年人集中居住的城区住宅开发建设中，要充分考
虑老年人居住、上下楼和出行等方面的需求。同时，结合城
镇化建设和商品住宅开发，探索建设一批规模适度、功能齐
全、满足老年人集中居住的老年宜居社区。

1.推进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在每个城镇社区建立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养老服务站为载体，全面掌握老年
人服务信息，整合服务资源，组织为老服务活动，对有特殊
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政策保障和帮助，形成全方位、多样化的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品牌。

2.推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院建设。结合农村社区建设，依
托建制村或有条件的自然屯建设居家养老服务大院，为农村
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室内外活动场所，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特
点的文文体活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结对帮扶、邻里守望
等方方式，推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提高农村居家
养老服务水平。

社区养老照护工作计划篇二

一、强化舆论宣传。

1、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开展老龄化形势、老龄工作方针
政策、老年法律法规宣传，进一步优化老龄工作环境。



2、开展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主动协调新闻媒体对涌
现出来的敬老好典型的宣传，努力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
良好社会氛围。

3、积极总结推广老龄委成员单位、基层社区和农村开展老龄
工作的典型经验。

二、以民生工作为主线。

1、抓好特困老人助养工作。按照市老龄办助养金“1比1匹配
政策。努力扩大助养面。

2、进一步做好高龄老人生活补贴发放工作。按时发放高龄老
人生活补贴。统一制定《高龄老人季度走访工作手册》防止
高龄老人补贴漏报、瞒报等现象发生。做好百岁老人节慰问
工作。

3、开通“绿色通道”方便老年人办证。对于家在区政府附近
的老年人。不能办理老年证的老人，街道社区老龄工作者亲
自到家里现场办公，热情服务，任劳任怨。

4、加强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协助民政部门抓好居家养
老社会化服务工作。积极扶持，重点抓好养老服务员公益岗
位、空巢老人日常服务，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广泛开展老年文化体育活动

1、以开展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开展好老年文化体育活动，丰
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2、积极参加市老龄办举办的快乐夕阳红”老年旅游。



社区养老照护工作计划篇三

在过去的一年，居家养老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为了进一
步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探讨居家养老工作新思路、
新方法，使社区居家养老工作更加贴近广大老人的需要，我
们将积极响应上级领导号召，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以关爱、服务老年人为出发点，努力通过完善组织网络，优
化服务内涵，整合社会资源，发展志愿服务，探索完善新时
期为老服务的新途径、新方法。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推行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
以老年人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主要
内容，以上门服务为主要形式，并引入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的
“居家养老”社会化养老新方式。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一）大力宣传居家养老工作，使社区居民更了解这种“以
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养老服务所等专业机构为服务实
体、以老年人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
社会各界与志愿者广泛参与，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
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新模式。”

（二）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生活照料网络，逐步建立起较为完
善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使居家老人能获得生活上的照料
和便利、精神上的关爱和慰藉。

（三）保障特殊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对辖区内的孤寡老人、
空巢高龄

老人、特困老人、残疾老人、等服务对象，视不同情况给予
更为积极和加倍的照顾和服务。

（四）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通过社会各类服
务资源，采取专业服务队伍与志愿者服务相结合，推行定点
服务与挂钩结对服务等各种形式。



（五）突出生活照料网络的覆盖和完善，为有需要的老年人
提供托老、购物、配餐、家政服务、精神慰藉等各种生活上
的服务。

（六）关注老人健康问题，开展社区老人健康体检活动，积
极开展老年人保健宣传。

（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为老年人带去精神上
的享受，进一步丰富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

社区养老照护工作计划篇四

一、为老年人服务，增加委老年人服务的覆盖面。

1、继续为60—69周岁的老年人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办理浙
江省绿卡、红卡优待证。使老年人更多地享受政府的优惠政
策。

2、对卧床不起的危重病人与医院结对服务，落实措施，定期
和不定期的上门服务。

3、为增加老年人养生保健知识，利用发挥本社区的人才资深
优势，组织1—2次保健知识专题讲座，增加老年人的保健意
识和预防疾病的功能。

4、继续做好日常一些工作，看望生病住院的老年人，配合社
区慰问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派人参加为去世的老年人“送
最后一程”为特困老年人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

5、下半年进行一次尊老爱幼方面的教育。

6、视情况今年将对老年活动中心进行一次修整。

7、继续做好为老服务的“3587工程”为内容的其他各项工作。



二、积极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多种形式的各种文化体育活
动。

1、组织老年人进行中、短线2—3次旅游，以往组织旅游说明
老年人对外出旅游非常感兴趣，既领略了祖国的大好山河，
有亲自目睹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既能使老年人增加快
乐，又能使社区的活动增加了频率，是活动的好项目。

2、积极组织、配合、选送项目和运动员参加五云镇老龄委组
织的较大规模的运动会，争取有好的成绩。

3、准备在下半年在老年人中组织一次全家才艺大比拼，
或“马大嫂”厨艺大比拼，增加老年人的乐趣。

4、配合社区进行一次小型运动会(或老年协会组织)。

5、“9.9”老年节前后组织一次老年人游园活动。

6、继续办好越剧班、婺剧班、京剧班，“三班”活动，以满
足戏剧爱好者的兴趣。

7、要关心自行组织，自行活动的各个文艺体育团队和个人，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三、继续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1、利用暑假期间对本社区的青少年进行一次思想品德专题讲
座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

2、经常和学校处得联系，组织在校青少年学生进社区，搞卫
生、访贫问苦、帮助特困体弱老年人等活动。

3、有条件的话组织青少年进行一次参观访问活动。



社区养老照护工作计划篇五

随着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养老问题日益突出。xx年底我市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xx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3.9%。为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发挥养老服务业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中的
重要作用，根据《xx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意见》和《xx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老龄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

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总体
思路，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强化政策引导，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面力量，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建立与我市人口老
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统筹城乡的
适度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
尊严。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认真履行规划指导、政
策扶持、监督管理等职责，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服务，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

2.坚持因地制宜与统筹发展相结合。立足实际，科学制订养
老服务体系发展规划，整合各类资源，优化空间布局，统筹
城乡养老事业全面科学发展。

3.坚持突出重点与适度普惠相结合。在重点保障低收入的高
龄、独居、失能等困难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扩大
为老服务范围，推动养老服务业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4.坚持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功



能，着力巩固家庭养老地位，促进代际和谐。多举措大力发
展社会养老，探索并实行具有蛟河特色的养老模式。

(三)总体目标。

到20xx年底，中心城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实现全覆
盖，8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农村社区建立养老服务设施和
站点。全面推进中心城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和农村养老大
院建设，日间照料服务基本覆盖中心城区社区和60%以上的农
村社区，完善城乡社会福利中心建设，扶持发展民办养老机
构，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30张。到20xx年12月底全市拥
有养老床位数20xx张，基本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
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功能
完善、覆盖城乡的适度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一)巩固和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1.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到20xx年底，建立覆盖中心
城区、乡镇街区和社区(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中心城
区街道和社区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全覆盖;80%以上的乡镇
街区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养老服务设施和站点。加快居
家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全面掌握老年人及家庭成员
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等信息，推进信息平台与
居家养老服务实体的有效连接，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及时、
便捷的`服务。

2.大力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吸收社会各种服务
资源和经济实体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有效聚合功能区域内的
服务资源，重点开展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医疗康复、精神
慰藉、法律援助等居家养老服务，形成体现居家养老特点、
需求与服务对接、各类服务资源配置相对完整的居家养老服
务保障体系，使居家老年人遇到的实际困难能够得到有效解
决，生活和医疗服务得到基本保障。



3.加强特殊群体的居家养老服务。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等
特殊老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采取低偿和有偿服务的方式，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家庭陪护、基本生活照料、特殊护理、
紧急援助等服务。同时，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拓展服务领
域和服务内容，探索建立特殊养老群体分级分类服务办法，
满足其多样性的服务需求。

4.探索老年宜居社区建设。不断改善老年人基本居住条件，
实物配租应优先面向已经登记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老年人
家庭。在老年人集中居住的城区住宅开发建设中，要充分考
虑老年人居住、上下楼和出行等方面的需求。同时，结合城
镇化建设和商品住宅开发，探索建设一批规模适度、功能齐
全、满足老年人集中居住的老年宜居社区。

(二)推进城乡社区养老服务。

1.推进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在每个城镇社区建立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养老服务站为载体，全面掌握老年
人服务信息，整合服务资源，组织为老服务活动，对有特殊
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政策保障和帮助，形成全方位、多样化的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品牌。

2.推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院建设。结合农村社区建设，依
托建制村或有条件的自然屯建设居家养老服务大院，为农村
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室内外活动场所，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特
点的文文体活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结对帮扶、邻里守望
等方式，推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提高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