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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
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务
管理平台。依托县级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
信息系统，建设综合养老服务
管理平台，在承担兜底保障职
能基础上，拓展和强化服务示
范、行业指导、应急救助、资源
协调等综合功能，统筹推动县
域养老服务资源高效利用。
省级、市级养老机构要推动优
质资源下沉，增强对县级综合
养老服务管理平台的技术支
持、示范引领、人才培养作用，
促进区域联动。

加强乡镇（街道）区域养
老服务能力建设。依托乡镇
（街道）敬老院、优质民办养老
机构等，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

务中心，发挥专业照护、服务
转介、资源链接等作用，促进
上下联动，推动供需衔接。支
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动乡镇（街
道）敬老院由县级民政部门直
管，探索推广委托运营，提升
服务管理质效。

完善村（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站点。发挥乡镇（街道）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带动作用，
采取“中心+站点”等方式，大
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
完善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
加强与教育、卫生健康、文化
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综合利用，
建设“一老一小”服务综合
体。发挥设施站点连接家庭
与社会服务的作用，及时收集
和转介服务需求。

养老服务改革出台顶层设计
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发布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

养老服务领域迎来重磅好消息！1月7日，《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发布。这
是我国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关于养老服务工作
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
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扩容提质增效取得明显进展，基
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
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
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

意见首次明确将养老
机构划分为兜底保障型、
普惠支持型、完全市场型，
推动形成兜底有保障、刚
需有服务、普惠有供给、市
场有选择的服务格局。

优化机构养老专业支
撑作用。根据服务对象和
设施条件，因地制宜推进
养老机构分类改革，调整
完善供给结构。兜底保障

型养老机构主要收住特困
老年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
年人等；普惠支持型养老
机构面向全体老年人开
放，由设区的市级政府制
定支持办法，加强收费引
导管理；完全市场型养老
机构实行充分竞争、优质
优价，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需求。健全公办养老机构
运营机制，在做好兜底保

障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空
余床位，扩大普惠养老服
务，建立健全收入管理和
绩效激励制度。鼓励社会
力量新建或改扩建养老服
务设施，支持通过公建民
营等方式扩大优质机构养
老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养
老机构技术创新示范、服
务技能培训、设备推广应
用等作用，推动专业化服

务向居家和社区延伸。加
强残疾、失能老年人照护
服务，着力增加护理型床
位供给，引导养老机构积
极收住失能老年人，发展
长期照护和认知障碍老年
人照护服务。探索“老年
父母+残疾子女”家庭共
同入住养老机构或其他照
护机构，支持有能力的养
老机构收住重度残疾人。

从完善村（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站点，到巩固居
家养老基础作用，从加快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到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意见提出了十余
条“实打实”的举措，彰显
前瞻性、系统性、总体性。

巩固居家养老基础
作用。完善老年人床边、
身边可感可及的养老服
务政策措施。健全家庭
养老支持政策，探索为居
家失能老年人建设具有

连续、稳定、专业服务功
能的家庭养老床位，开展
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技
能培训。积极培育专业
化服务机构，鼓励社区和
家政、互联网平台企业等
上门提供老年助餐、助
浴、助洁、助行、助医、助
急等多样化服务，更好满
足居家照护服务需求。
加快适老住宅建设，推进
家庭适老化改造，支持老
旧小区加装电梯，加强无
障碍环境建设。

强化社区养老依托作
用。扩大社区养老服务有
效供给，依托社区为居家
养老提供有力支持。发展
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大
力培育专业化、连锁化、品
牌化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整合周边场地设施
等资源，推行“社区+物
业+养老服务”，增强专业
照护、日间照料、康复护
理、上门服务等能力。将
社区养老服务纳入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重点

内容。探索老旧小区养老
服务供给有效途径，推动
完整社区建设。探索开展

“养老顾问”服务，提供专
业咨询、委托代办等助老
项目。村（社区）“两委”要
把服务老年人作为重要职
责，掌握辖区内老年人情
况和服务需求，协助开展
养老服务。补齐社区老年
人活动场所短板，开展文
体娱乐、社会交往等活
动。加强孤寡老年人探访
关爱服务。

加快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

首次提出养老机构分类改革

在促进商品房销售方
面，《措施》要求，各市、县主
管部门要主动向房地产企
业收集项目建设销售的难
点堵点问题，会商相关部门
协同推进处置，加快完善路
网、水电等公共设施；均衡
配置义务教育资源，支持在
售项目明确划片学校。

各地要利用春节、元宵
等返乡置业旺季，对返乡客
群制定针对性的销售方案，
沿海重点城市、海外侨胞多
的市、县要提前部署，持续
开展房展促销活动。

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在
住房展销活动推出购房补
贴、购房消费券等促销政

策。各地要借鉴厦门、南平
等地经验做法，因地制宜加
快实施房票安置，在期限内
购房，奖励补偿权益金、过
渡费和契税减免，鼓励被征
收户加速购房；推行共有产
权购房、住房以旧换新。

支持各地市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再适当提高多子

女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
款额度。支持省内异地购
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持省
内 购 房 提 取 代 际 互 助 。
2025年 12月 31日前，在省
内购买自住住房且符合购
房提取条件的，购房人的父
母、子女可申请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持购房人购房。

我省出台10条措施
推动楼市止跌回稳

从优化市场供给、促进商品房销售等方面，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潜力，促进开发投资和住房消费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通讯员 李翔 黄元浩）
今年春运是实行“春节 8
天长假”的首个春运，人
民群众出行意愿和文化
旅游经济热度预计超过
往年。8 日，记者在中国
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铁）2025
年春运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2025 年春运，福建预
计发送旅客 1710万人次，
相比去年增长 6.1%。

从时间节点来看，1
月 19日至 1月 26日，南铁
管内将出现节前返乡客
流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
中在我国中原、西南、西
北地区；2月 2日（正月初
五）至 2 月 6 日（正月初
九），务工人员集中返程，
将形成节后第一个客流
高峰期，主要客流方向为
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其
中，2 月 5 日（正月初八）
南铁管内客流将达最高
峰，预计我省发送旅客 63
万人次。2月 13日（正月
十六）至 2 月 17 日（正月

二十），元宵节后学生、务
工、探亲客流叠加出行，
将进入第二个返程客流
高峰期。

针对旅客快旅慢游、
夜间乘车等出行需求，南
铁统筹运力资源，在管内
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
等方向加开夜间高铁 93
列，为旅客提供更加丰
富、灵活的出行选择。同
时，采取列车加挂、动车
组重联运行等方式增加
运力，努力满足广大旅客
集中出行需求。

今年春运，南铁推出
“厦门+泉州+武夷山”
“厦门+福州+泰宁”“厦
门+福州+平潭”“南昌+
吉安+龙岩”“南昌+赣
州+福州”“萍乡+南昌+
福州”“萍乡+南昌+厦
门”等七款旅游计次票，
将福建的海洋风光与江
西的红色文化一线串联，
让旅客一票即可畅游山
海，促进区域内“高铁+旅
游”的融合发展，为旅客
春节出游提供更多选择。

加开夜间高铁
推出旅游计次票
今年春运，福建预计发送铁路

旅客171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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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省住建厅获悉，为夯实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省住建厅制定了《促进2025年
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开局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优化市场供给、促进商
品房销售等方面出台十条措施，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潜力，促进开发投资和住房消费。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在市场供给方面，《措
施》提出，各地要综合考虑
区域功能定位、市场需求、
存量房屋和土地资源、市
政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制定公布 2025年度住房发
展计划，并与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相衔接，
坚持以需定供，分区域分
类做好住宅用地供应，稳
定市场预期。在一季度优

先推出交通便利、教育医
疗配套成熟的住宅用地和
大户型、绿色生态的高品
质改善型住宅用地。

同时，优化在建房地产
项目施工安排，鼓励春节期
间不停工、少停工、早复
工。持续梳理未开工项目，
列入 2025 年开工计划的，
加快前期工作，督促提前开
工；计划上半年开工的，争

取一季度动建。推进在建
项目预售审批，加快项目取
证销售。进一步梳理在建
项目融资需求，满足白名单
条件的，要应进尽进，并争
取在一季度授信投放，推动
项目投资建设。

此外，福州、厦门要加
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续建项
目 建 设 ，并 在 一 季 度 将
2025年度计划改造的城中

村落实到具体项目，加快
征迁实施进度促开工。其
他计划实施城中村改造的
地市，在项 目 资 金 能 平
衡、征收补偿方案成熟的
前 提 下 ，要 加 快 项 目 策
划，积极争取专项借款支
持。支持具备条件的地
市采取房票对接等方式筹
集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
释放购房需求。

一季度优先推出配套成熟的住宅用地

鼓励有条件的市县推出购房补贴与消费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