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督函〔2023〕50 号

答复类别：B 类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1247 号建议的答复

傅天龙代表：

《关于完善我省养老和幼儿服务的建议》（第 1247 号）收悉。

现答复如下：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既是一项系统的民生工程，也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省出台一系列文

件、规划，不断完善和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推动以养老服务为基

础，以医疗卫生服务为支撑，医养有机衔接的医养结合服务不断

深入发展，大力发展普惠优先的多元托育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托育的需求。目前，全省共有医养结合机构 182 家，医养签

约（以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对数为准）2619 对；提供托育服务的机

构 3365 家，可提供实际托位 136886 个，其中普惠性托位 33000

个。

一、加大“一老一小”政策支持力度。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我省在 2022 年相继出台了《福建省贯彻〈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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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政策文件，

切实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积极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

高质量发展，促进老龄工作各项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自 2020 年起，我省连续 3 年将普惠托育服务建设作为省委省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加了 6 条

13 款托育服务内容，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了推动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的法律定位，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

划把千人口托位数纳入了重要指标。

二、提升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2022 年，省卫健委联

合省发改委等十一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

实施方案》，推进居家社区医养结合设施建设，积极提供居家社

区医疗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家庭病床

等方式将康复医疗、护理等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满足居家老

年人的健康需求。省级机关医院自主研发互联网医院的家庭病床

服务系统，建立智慧家庭病床服务，实现从建床、查床、护理、

健康管理、撤床全流程的智慧家庭病床服务模式。福州市依托“榕

医通”微信公众号和各级医疗服务机构，在全市范围推广“积分

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通过线上完成签约即可享受网络

问诊、医护上门及健康管理等服务。

三、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

普惠托育服务建设力度，2020 年、2021 年分别结算下达 19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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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600 万元，建设省级普惠托育试点机构 50 个，建成高标准

普惠托位 5000 个。参照省级做法，各地将普惠托位建设列入为

民办实事项目，建设了一批市、县级普惠托育园。2022 年，省委

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安排 1.5 亿元，建成 237 家普惠性托育机

构，20561 个普惠性托位，省卫健委与省发改委联合开展全国婴

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厦门市被认定为第一批全国婴

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2023 年，全省将继续投入 1 亿元用于普

惠托位建设，拟建成 10000 个普惠性托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普惠托位的需求，有力促进托育服务的发展。

四、加强“一老一小”医护人才培养。老年医护方面，我省

依托省立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第一医院等 5 家医

院作为培训基地举办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班，为我省老年医学

科发展培养骨干力量。同时，委托省、市护理学会按照《老年护

理专业护士培训大纲（试行）》，分期分批对医疗机构特别是二

级医院、护理院（站）、护理中心、基层医疗机构以及医养结合

机构中正在或准备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护士开展培训。幼儿照护

方面，以《福建省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福建省托育机构

管理规范（试行）》为标准，要求托育机构负责人、保育人员、

卫生保健人员、医务人员、保安人员等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

提供相应的资格证明。指导托育机构建立人员培训等制度，定期

接受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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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医育结合工作。

五、推动养老和幼儿服务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和幼儿服务设施的建设，各级行政审批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按

照“非禁即入”原则，全面清理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和不合理

的前置审批事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各级政府支持社会力

量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并按规定享受税费、

投融资、用地等有关优惠政策，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

支持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养结合服务，鼓励

地方结合实际制定多种优惠支持政策，鼓励保险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投资主体举办医养结合机构。同时，积极引

导部分医疗资源相对富余的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开

展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等，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作用，

不断增加提供老年护理、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的床位数量。幼儿

服务设施建设方面，近年来，在教育厅的积极推动下，各地在满

足 3-6 岁适龄儿童入园的基础上，依托示范性幼儿园、有条件的

乡镇中心园和民办园，积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开展托育实践

探索。2021 年，全省各地幼儿园共举办托班 509 个、招收婴幼儿

9080 人，有效缓解托位不足矛盾。

下一步，我委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按照全方位推进我省卫

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超越的要求，优化养老托育服务的有效供

给体系，聚焦“一老一小”的多层次需求，进一步发展普惠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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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医养有机衔

接，深化医育结合，扎实推进养老托育服务。

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杨闽红

联 系 人：林 宁

联系电话：0591-87272670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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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福州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