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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乐美真

记者：2023 年，多项老龄工作重归

民政部门。宁波在开展新时代老龄工

作上有哪些谋划？

孙骏：两年前，老龄工作重归民政
部门，释放了完善老龄工作体制、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强烈信号，我们明白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民政部门要
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简单来说，就是
要敢于挑担子。

一是强机构。在新一轮机构改革
中，宁波市保留并单独设老龄委，整体
构建市、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

（社区）四级贯通老龄工作体制机制，此
项 举 措 可 以 称 得 上 是 全 省“ 最 高 配
置”。在 2024 年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
上，宁波作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进行经
验交流。

二是早谋划。目前，我们已经着手
启动谋划“十五五”全市老龄事业发展
的主要方向、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创
新提出打造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市域双示范”城市的发
展目标。还制订了《宁波市加强新时代
老龄工作实施方案》，强化政策引领，制
度支撑。

三是聚合力。统筹各方优质资源，
从“线上+线下”“供给端+消费端”入手，
筹备建设 1 个传播中心、构建 N 个社群
圈层、开展 N 项适老活动，打造“甬尚乐
龄”宣传矩阵品牌。同时，持续开展“银
龄行动”，鼓励老年人发挥技能特长和
经验优势，参与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活
动。

记者：《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推动农村养老

服务发展。宁波在农村养老方面开展

哪些探索？

孙骏：2025 年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之年。在共
同富裕的大场景下，山区海岛县、农村
农民是重点难点，也是潜力突破点。以
农村养老为例，目前，全市农村老年人

口占比高于城区 1.6 个百分点，但养老
服务资源相对匮乏。既存在服务设施
相对落后、服务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等
因素，又有部分老人住得偏远，与外界
隔离得仿佛如“世外桃源”。为此，我们
鼓励各区（县市）积极创新多种农村互
助养老模式，在“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
板”上开启一轮轮因地制宜的探索，努
力破解农村养老难题。

在象山，创新推出“互助颐养小院”
2.0 版，依托“集体建设、无偿居住、旧宅
收回、配套服务、公益扶持”模式，建成
3343 套农村集中式居家养老公寓，让老
人“离家不离村、养老在乡村”；在北仑，
郭巨街道峰南社区试点“聚居式”养老
社区，为 1415 名拆迁安置老人提供集中
化居住、社区化管理和专业化服务，开
展“社区合伙人”计划，打造农村社区养
老共同体；还有宁海县，针对老龄化、空
心化严重的山区留守、空巢老人，整合
多方资源建设“高山幸福院”，提供膳食
营养、卫生健康、情感照护、文化生活等
就近服务。

后续，我们还会围绕农村老人的经
济保障、基本生活、精神慰藉三大需求，
盘活乡土资源、引入公益力量、提升照
护能力，推动农村互助养老从“盆景”变

“风景”，让更多的农村老人安享晚年。

记者：去年，全国养老护理“尖兵”

同台竞技，95 后宁波姑娘作为浙江代表

斩获一等奖。宁波在“孵化”养老护理

人才方面提供了哪些“沃土”？

孙骏：好成绩体现的是当下，但功
夫却是做在平时。我始终觉得要让养
老从业者有看得见的有力保障，也要有
可感知的温度归属。截至 2024 年底，宁
波有养老服务护理从业者 11953 人，其
中持证养老护理员 7926 人，每万名常住
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 30 人以上，
人才密度居全省前列。

如何重视养老护理人才建设？比
如，营造“引才”环境。提升养老护理月
岗位津贴至300-1200元，补贴力度领跑
全省；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奖补标准提高至 3 万元-5 万元。同时
开展专项引才活动，2023 年以来全市养
老领域共引进大中专毕业生1000余人。

落实“育才”举措。连续三年实施
养老护理人才“百千万”培训工程，累计
培训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养老护理员、
家庭照护者 4.6 万人次。在全省率先出
台养老护理员继续教育制度，“甬易养”
护理学堂累计培训突破61万人次。

拓宽“用才”空间。建立优秀养老
从业人员纳入事业编制褒奖机制，已定
向招录优秀护理人才 5 名；成立高技能
养老服务人才技能大师（或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努力让养老从业者有干劲、
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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