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下“带不走”的支老队伍
——专访浙江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仁表

本报记者 陶悦清

6 月 14 日，乘着夏
日的热烈海风，浙江省
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方仁表坐船抵达舟山
市嵊泗县花鸟乡。每到
一处，他都关切询问海
岛老人的日常点滴，为
护理员贴心细致的服务
颔首点赞。

时针拨回到 2021
年 5 月，省民政厅启动

“海岛支老、一起安好”
行动，启动仪式上，方仁
表郑重地将“海岛支老
先锋队”旗帜交到支老
地市手中，正式拉开三
年海岛支老行动序幕。

两年倏忽而过，收到一份沉甸甸的支老成绩单，方仁

表倍感欣慰。他说：“自‘海岛支老、一起安好’行动启动

以来，全省已累计派出 162 位支老人员上岛服务，支老护

理员会同开展生活照料服务 4989 人次，送医送药送关怀

等服务 4855 次，组织各类养老护理培训 315 场次、文化活

动1750场次，让海岛老人共享优质养老服务。”

数据之下，浙江还遇到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收获

了哪些行之有效的路径？为此，本报记者专访方仁表。

记者：三年海岛支老行程已过半，下步如何深化推进

海岛养老服务工作？

方仁表：海岛支老已有两年多，成效突出。特别最后

一年更是冲刺的一年，是查漏补缺的一年。要继续选派

服务水平高、工作责任心强、护理经验丰富的人员支持海

岛。要继续为当地改善养老服务设施，提升管理服务水

平，把岛上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按照标准提升到位。要

尽快形成养老服务供给的长效机制，巩固支老成果，舟山

增强海岛自我造血功能。

记者：支老行动结束后，如何应对小岛护理人员出现

青黄不接的情况，如何保障老人服务水平？

方仁表：服务的接续工作，我觉得可以提前从几个方

面来考虑：一般服务上，当地可以通过招录、培训一批低

龄老年人来提供服务。专业护理上，舟山各县区大机构

按较高比例配备护理员储备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后

续可以选派到小岛上提升专业服务水平。精神文化上，

专业护理人员可以在小岛上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同

时要增加频次组织社会力量上岛开展服务，丰富老年人

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海岛支老源于浙江，全国首创，下步如何从持

续深化“海岛支老”到点多面广的“山区助老”升级？

方仁表：借鉴海岛支老的有效经验，以及前期丽水、

衢州等地形成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今年下半年，省

民政厅将采取以下几个山区支老的新动作：一是启动“十

大红色康养乡镇”，省民政厅牵头组织 10 个县（市、区）民

政局和 10 家企业，结对遂昌县王村口等 10 个红色康养乡

镇，打造浙江特色的山海协作共建共享样板。二是开展

福彩助老系列活动。继续发行“浙里有福”专项彩票，募

集的福彩公益金用于支持山区海岛养老服务项目。三是

落实好中央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山区海岛要切实用好

这些资金，发挥资金的撬动作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提升为独居、空巢、高龄等生活困难老年人提供居家

养老服务的水平。四是推进国企参与山区海岛养老，为

当地的养老服务引入高水平的专业力量。五是推广一批

山区助老典型案例，打响“山区助老”的品牌，为全国的山

区养老提供可学可用的浙江样板。

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者观察 /

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

共富工坊、宿养结合、幸福公约⋯⋯眼下的

舟山海岛，目之所及皆是“家门口”幸福养老的

美好图景。方仁表说，仅仅两年时间过去，海岛

的养老面貌已大不相同，一面面飘扬的支老旗

帜，领入一批批养老护理人才，让海岛老人们的

笑声愈发明朗。

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短板突出、人才引

进困难曾是限制海岛养老服务发展的掣肘。方

仁表回忆:“2021 年，省民政厅联合舟山市民政

局对 20 个深度老龄化的偏远海岛进行摸底调

查，发现舟山作为老龄化程度全省最高的市，养

老护理员极其缺乏，迫切需要外部力量输入”。

在方仁表看来，差距可以成为潜力，困难可

以成为机遇，思路决定出路。由是，在省民政厅

牵头下，由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五地结

对 15 个偏远海岛的“海岛支老、一起安好”行动

应运而生。

海岛支老带来了什么？方仁表回眸两年历

程，总结有四：一是为偏远海岛输入“人员、设

施、管理、文化”这些外部养老资源，二是激发舟

山本岛养老服务的内生力，三是让海岛老人获

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四是形成可学可用的养

老服务区域共同富裕的新途径。

先看外部养老资源输入，两年间，162位海岛

支老护理员分批上岛，五个支老地市累计投入养

老服务设施完善提升及慰问服务资金约 900 万

余元，养老服务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式落地生

根。

再看内生力，舟山聚焦多点辐射、资源共

享，推进康养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各类社会组

织、志愿服务团队、公益慈善团队，将资源和服

务走进偏远海岛。

最后说养老协作，浙江聚合“政府+慈善+社

会组织”的力量，五个支老地市帮扶支持之外，

持续带动区域间的养老协作，源源不断链接各

地医疗机构、文化团体等社会力量上岛服务。

在方仁表看来，海岛支老行动要想实现从

“输血”向“造血”的转变，关键得留下一支永远

“带不走”的支老队伍，同时还要进一步将海岛

支老中可借鉴的典型经验和思路进行复制推

广，运用到广泛的山区地区，山呼海应同心协

力，加快走好浙江养老领域共同富裕新路径。

下步如何进一步用好海岛支老的“共富之

策”？

方仁表说，借鉴海岛支老的协作理念，省域

“山区助老”行动已在丽水破冰。方仁表呼吁，

破题海岛养老服务不均衡需要“众人拾柴”。他

表示，今年起持续 3 年，每年拿出一定的福彩公

益金支持“福彩暖万家·帮您理银发”项目，采取

定点和上门服务结合的方式，为偏远山区海岛

的老年人解决理发难问题。他表示，“支老行动

不能松劲、不会停步，海岛和山区县更要主动求

变，一步一个脚印干下来，让全体老人共享共同

富裕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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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仁表关注海岛老人的日常点滴。

方仁表慰问支老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