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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早在1987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大、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截至2016年底，全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8.7万，
占户籍总人口的23.5%。近年来老年人口年均增幅约5%，是
户籍总人口年均增幅的约10倍，预计到“十三五”末期（2020
年），老年人口将突破160万，超过户籍总人口的1/4，老龄化
形势非常严峻。

而且人口老龄化伴随着高龄化、空巢化，以及家庭核心
化、小型化，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日益受到挑战，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刻不容缓。

相对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成本低、受益面广、
服务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根据我市确立的“9055”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目标，到2020年，90%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实
行家庭自助养老，5%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实行社区
帮扶养老，5%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实行照护养老。

近年来，我市各级政府加大了养老服务工作力度。截至
2016年底，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2662
个，覆盖了90%的社区和84%的行政村，2.9万多名城乡困难
老人享受政府补贴或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

但随着实践的深入，一些难题日益突出。比如政府、社会
和家庭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责任边界不明晰，社会共识和部
门合力还未完全形成，基本居家养老服务制度还不够健全，居
家养老服务的公共用房、人员和资金等要素保障不到位等，均
需从法制层面予以明确与破解。

实现“老有所养”
我市拟制定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相关部门为您权威解读《条例（草案）》

为积极应对我
市人口老龄化，真正
实现“老有所养”，《宁
波市居家养老服务
条例（草案）》（以下简
称《条例（草案）》）在
8月 24日召开的市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上首
次提请审议，今年年
底前进行二审，明年
将提交市人代会大
会审议，有望成为我
省首个居家养老服
务地方性法规。

《条例（草案）》
共六章四十九条，从
总则、设施规划与建
设、服务供给与保
障、监督管理、法律
责任、附则等六方面
作了规定，明确了政
府部门职责和子女
义务。

《条例》实施后
能解决哪些问题？
《条例》有哪些亮点
和特色？围绕这些
问题，记者日前先后
采访了市民政局、市
法制办、市人大内司
委、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等参与立法的
主要部门负责人，为
您作权威解读。

为广泛吸纳更多的意见，进一步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联合本报展开《条例（草案）》意见征求活动。

《条例（草案）》全文可在宁波人大网上查阅。欢迎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等多提宝贵意见。有关
单位和各界人士可在近期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出意见：

一、拨打晚报热线87777777。
二、关注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内输入“居家养老”，在回复的链接中输入意见。
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7164842@qq.com。

《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是2017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
制定项目之一，由于涉及面广、影响深远，颇受社会关切。

为提高立法质量，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决定借鉴上
海市做法，首次成立双组长制立法起草小组，由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建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卞吉安共同担任组长。

立法起草小组成立后，立即赴出台居家养老服务地方性法
规较为领先的合肥、苏州，专题学习考察当地居家养老服务立
法和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

通过学习考察，立法起草小组一致认为，统一思想是制定
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前提，明确政府职责是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的根本，普惠政策是法规地方特色的核心，社会参与是提
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关键，强化督查是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
作的保障。

在此次立法中，政府各部门应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共
识、消除分歧，明确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中的主导责任、兜底
责任，建立起权责明晰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格局，并在强化兜底保
障的基础上，适度拓展普惠性项目，体现宁波特色、宁波元素。

根据工作安排，《条例（草案）》将于年底前进行二审，明年
提交市人代会大会审议。有关部门应根据本部门在居家养老
服务工作中的职责，在法规出台后制定实施细则，便于检查和
考核，行业主管部门也要制定相应的评价细则，加强对社会企
业的管理。 记者 房伟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认为，制定《条例》对于提升我市
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夯实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础，具有紧迫性和
现实意义，从法律依据、政策基础、实践经验、社会认同等方面已
经具备立法条件，制定《条例》的时机已经成熟。

首次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
原则，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新举措，与我市已有政策法规和其他省
市相关条例相比，有不少新突破，体现了不少“宁波元素”。

目前，国家对居家养老服务尚未进行明确界定，但《条例（草
案）》根据我市养老服务实践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对其进行了界
定：“以家庭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支撑，以城乡社区为依托，以专
业化服务为主要形式，利用各类社会资源，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
提供的养老服务”，并从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精神慰藉、社区活动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列举和归类。

《条例（草案）》还厘清了家庭、政府、社会、市场等供给主体在
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责任边界，提出“按照家庭尽责、政府引导、社
会参与、市场运作、保证质量”的原则，明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基
层自治组织的职能分工，规定市、区县（市）政府应当把居家养老
服务作为养老服务的主要模式，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责，确
定基本养老服务项目，建立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巡访制度，老年人
随迁、子女探亲休假照护老年人等支持政策，并规定了居家养老
服务用房配建标准，对社区公共设施和困难老年家庭的适老化改
造提出要求。

《条例（草案）》还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的政
策措施，培育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市场，推进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建
设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线上线下服
务等。

我市制定《条例》的法律依据和政策准备均较为充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
进条例》为《条例》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重要指导。

2012年—2016年，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鼓励民间资
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40个文件，这些政策的密
集出台，为《条例》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此外，我市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
经验，部分工作走在了全国、全省前列，为《条例》的制定提供
了鲜活的经验材料。

市民政局作为起草单位，通过召开座谈会、书面函询、上
门沟通等方式，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建议，并梳理、吸纳，于4
月14日形成《条例（草案）》送审稿，报请市政府审议。

市法制办就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完善，按程序征求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级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意见，到海曙区、
宁海县、慈溪市等地听取意见，涉及关键性条款反复征询有关
部门意见，稿件的全文还在宁波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全文刊登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8月4日，《条例（草案）》经市政府第9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条例（草案）》明确了养老服务的概念和原则，规定政
府提供的基本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及服务提供方式，明确
各级政府部门和基层自治组织等的职责，明确家庭养老职

责及居家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标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着重明
确政府职责、突出保障基本的原则，设立若干刚性“干货”条
款，并积极鼓励社会参与。

积极应对老龄化，《条例》制定意义重大
解读人：市民政局局长周忠贤

《条例》制定的法律依据、
政策基础等都很充分
解读人：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张利兆

《条例（草案）》具有鲜明的宁波特色
解读人：市人大内务司法委主任何乐君

《条例（草案）》年底前二审，
明年提交市人代会审议
解读人：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陈德良

欢迎社会各界
就《条例（草案）》
提宝贵意见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