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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在乡村、享乐家门口，这是众多农村老人安享晚年
的强烈愿望。日前，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针对当前农村
普遍存在的老年人空巢增多、照料缺失等难题，宁波积极
探索，构建起以日间照料为主要载体、助餐助医助养助乐
为服务重点、互助合作运营为基本特色的农村多元养老服
务体系，有效破解了农村留守、独居、高龄老人的居家养老
瓶颈，走出一条保基本、广覆盖、均等化、轻成本、可持续的
农村养老服务新路子，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截至目前，全市农村有各类居家养老机构 2453 家，覆盖
98%的村，基本实现全市养老政策和服务老年人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郑弟升）11月 3日，何梁何利基金

2020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浙
江高校仅2人获奖，其中，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校长杨德仁院士获“2020年度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半导体材料研究所所长，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校长杨德仁长期从事半导体
硅材料的研究，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用硅材料，太阳能光伏硅材料、硅
基光电子材料和纳米硅半导体材料。

杨德仁提出了掺氮控制极大规
模集成电路用直拉硅单晶微缺陷的
思路，系统解决了氮关缺陷的基础科
学问题，促进了其在国际上的广泛应
用；提出了微量掺锗控制晶格畸变的
思路，发明了微量掺锗硅晶体生长系
列技术，系统解决了相关硅晶体的基
础科学问题，实现了实际应用；研究
纳米硅等的制备、结构和性能，成功
制备出纳米硅管等新型纳米半导体

材料，为其器件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材
料基础。

杨德仁曾主持（负责）国家973、
86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等科技项目，在硅材料的
基础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生产实际
中也产生重大经济效益。以第一获
奖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浙江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4项，省部级科学技术
二等、三等奖及其他科技奖6项；以第
二获奖人获得省部一、二、三等奖各1
项。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SCI检索论
文840多篇，SCI论文他引16100多
次，H因子64。

何梁何利基金是香港爱国金融
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先生
共同捐资港币4亿元于1994年3月
30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科技奖励基
金，其宗旨是通过奖励取得杰出成就
的我国科技工作者，倡导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激
励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校长杨德仁院士
获“202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宁海强蛟
镇的老人来说，这种场景不过是日常生
活。日前，一幢占领最高位置、最佳观海
点的五层灰色大楼正在作最后的修缮，
这里是辐射整个强蛟镇的为老综合体。
在它的一层1100平方米大厅，11月底
投入使用后将是强蛟镇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心理咨询室、活动室、书画室、康
复中心、助浴室、食堂，一应俱全。为了

“匹配”当地的广场舞老年群体，还特设
了整面玻璃墙的舞蹈房。

如今，我市正从农村老人最需要
最期盼解决的问题入手，把解决农村
养老问题的重点放在“保基本、提品
质”上来，以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为平
台，以提供助餐助医助养助乐服务为
重点，形成全周期、品质化的养老服务
供给链，集成化解决好老年人吃饭、就
医、洗衣、照料等日常生活护理问题，
并逐渐提高老人们的生活品质。

吃饭问题是农村居家养老的最
大问题。根据村庄的集聚规模和不
同特点，各地通过开办开设老年食
堂、中央厨房、社区助餐点，或与养老
机构、餐饮机构协作等方式，组建送
餐服务队、“爱心餐车”，实施老年助

餐、配送餐服务。目前，老年助餐配
送服务已覆盖全市2060个行政村，
约占全市村总数的83.9%，其中老年
食堂（助餐点）有826个，每天约有1.1
万名农村老人享受助餐服务。按照
优惠老人、持续运营原则，一般每餐
定价分为5－10元和3－5元两档，每
餐一般为一荤一素一汤。

同时，推动医养服务，解决好看
病问题。通过建立养老服务中心医
疗护理站、开设医院（卫生所）老年护
理专区、签约共建开通预约就诊绿色
通道、推出“移动卫生院”“山区医疗
车”“进驻卫生员”等方式，为农村老
人提供诊疗、救治、配药等服务。

此外，建立居家养老生活照料服
务项目清单，涵盖生活照料、精神慰
藉、健康护理三大类共28项服务，免
费为特定人群提供可供选择的订制套
餐服务。对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每人每
月上门免费服务45小时，对中度失能
失智老年人每人每月30小时，对80周
岁以上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70周
岁以上居家老年人每人每月3小时。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邓天武/文
记者 崔引/摄

“村里很多老人的子女都出
去打工了，以后家门口有养老院，
可太好了。”74岁的胡散云住在海
拔350米的宁海县黄坛乡榧坑
村，最近，他每天都会和邻居们去

“围观”家门口的希望学校是怎样
被改建成一家养老院的——屋顶
翻新、钢梁加固、房间改造、电梯
加装……今年8月初开始的施工
已接近尾声，预计11月底可进入
试运营。胡散云告诉记者，村里
有150多个七八十岁的独居老
人，都巴不得养老院能早点建好，
以后吃饭、康复都不愁了。

记者了解到，当前宁波正根
据农村地域分布和经济条件、老
人实际需求和老人数量，因村制
宜、量力而行，统筹建设区域性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老年护理
日间照料中心，发展形成“日间
照料+集中供养”、家院互融、综
合养老等多形式多层次农村居

家养老服务模式，构建起便捷高
效、多样可选、基本覆盖的20分
钟农村养老服务圈。

“日间照料+居家养老”，是
当前适用性最强也最普遍的模
式。各地因村制宜建设“日间统
一照料、夜间分散居住”的农村
日间照料中心，照料中心设置配
备厨房、餐厅、休息室等功能间，
可持续提供用餐配送、生活照
料、医疗护理、文体娱乐、精神慰
藉、法律援助等基本养老服务。
在服务对象上，优先保障高龄、
空巢、丧偶、贫困等困难老人的
养老需求，再推进满足年龄较低
的一般老人。目前，全市建有养
老日间照料中心2401家，覆盖全
市98%的行政村，服务农村老人
25万人。此外，还有适用于老年
人空巢多、村庄独居多到“闲宅
运作+集中供养”模式和家院互
融、综合养老等模式。

“日间照料+集中供养”、家院互融、综合养老

宁波创新日间照料
居家养老模式
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健康养老服务

从“家庭敬孝”到“乡村养老”

从“基本照料”到“品质养老”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宁海强蛟镇为老综合体。

宁海黄坛乡榧坑村高山上的希望
学校将被改建成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