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2版
2025.6.6 星期五
编辑：赵培希 电话：0571-85310830

记者：在推进城乡养老服务均等

化过程中，老党员有哪些独特优势，青

年党员又如何注入新活力？

徐剑东：我们通过“党建+养老”模

式，引导银青两代党员形成“薪火相

传”的生动局面。

老党员政治素养高、群众基础深，

能够以“身边人”身份传递红色力量。

去年，海宁打造“银尚达人馆”等综合

阵地，在全市 12 个镇（街道）43 家村（社

区）成立“银立方”银龄志愿服务队，输

送 2000 余名银发人才加入小区业主委

员会等平台建言献策，实现长者志愿

队伍全覆盖。同时，吸收“全国人民调

解能手”蒋武良等银发人才进驻各级

矛调中心开设“老娘舅工作室”，参与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3000 余起，营造“老

有所为”的积极氛围。

青年党员思路活，眼界开阔，以专

业能力促养老跃新。2020 年以来，嘉

兴已连续五年举办养老护理员技能竞

赛，并授予前三名选手“嘉兴市技术能

手”称号，增加从业者社会认同感和职

业归属感。随着行业影响力扩大，在

去年和今年的技能竞赛中，越来越多

的“95 后”“00 后”自发加入养老服务队

伍。目前，嘉兴养老服务行业护理员

人数超 5000 人，其中高级养老护理员

占16%，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搭建

“有为敢为”的青年人才储备库。

记者：目前嘉兴市 60 岁以上户籍

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银发市场潜力

巨大，激发银发经济方面如何勇立潮

头？

徐剑东：当前，嘉兴市正努力探索

出一条政策引领、产业协同、民生普惠

的特色路径。

首创精神破解产业瓶颈。为满足

近两年适老化改造这一银发消费刚

需，今年 1 月以来，嘉兴市积极推进嘉

善智能辅具园区、南湖智慧养老产业

园等适老项目。通过设立全省银发经

济发展专项基金、建立政产学研用协

同创新平台，嘉兴已引进 3 个智能辅具

重点项目，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达 8 亿

元。

奉献精神彰显城市温度。 2025
年，嘉兴计划建成示范性养老驿站 50
个以上，实现康养联合体镇（街道）全

覆盖，进一步增强“15 分钟养老服务

圈”触达率。为全市 60 周岁（含）以上

户籍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推动

公共养老服务优质均衡发展，让老年

人花钱有底气。

当“首创精神”遇上“民生温度”，

当“奋斗精神”融入“基层治理”，一座

城市的养老服务便能从“有保障”走向

“有品质”，从“局部突破”迈向“全域覆

盖”。嘉兴集全社会之力，让养老服务

既有“温度”更有“力度”。

本报记者 徐雨阳

记者：嘉兴如何发挥党建引领，借

力“15 分钟公共服务圈”打造“城乡一

体、普惠均衡、人人享有”的养老服务新

局面？

徐剑东：嘉兴既是红船起航地，也

是浙江“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去年，

我市每千名老年人护理型床位数 22.73
张、村（社区）助餐网络覆盖率达 99.1%、

日均为老助餐服务超 1.7 万人次。以建

设小区嵌入式养老驿站为切入口的“一

站式”村（社区）养老模式，让更多城乡

老人体验到家门口的幸福。

党建为纽，多方共助。在海宁市斜

桥镇仲乐村，你可以感受“近邻若亲”的

温馨。该村从 2023 年起组建“银龄先锋

队”，退休老党员带队，组织低龄健康老

人开展“敲门行动”。为独居老人带来聊

天陪伴、为失能老人送上热乎三餐，形成

“以老助老”的良性循环。南湖区云阳社

区党委则积极链接社会力量，联合打造

云平台，实现 2024 年累计服务老年人超

1500人次，覆盖社区90%以上老年群体，

服务满意度 100%。党建引领下的多元

参与机制，让养老服务从“政府包办”转

向“社会共治”。

盘活存量，嵌入服务。2024 年，嘉

兴举全国之先开展“城市、城镇、社区、

乡村”四层面体检，把各类符合条件的

闲置用房有机盘活，建成集生活服务、

健康管理、文体娱乐于一体的“全能养

老空间”。在老龄化较突出的海盐县，

通过“盘活改造”，服务半径可以缩圈到

“5 分钟”。去年，经开区新港社区党委

整合 1500 平方米社区用房资源，改造成

集“一老一小”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

务养老驿站，辐射老年居民 1700 余人。

加上已建成的望海街道北荡社区、武原

街道南门社区等 11 个养老驿站和年内

建成的 15 家养老驿站，步行 5 分钟即可

享受就近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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