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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全
市镇乡一级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站点）覆盖率已达
100%。但调查显示，每天
都会去的农村和城镇老人
比重均不到三成，分别为
26.1%和21.6%。

此外，伴随消费需求
的升级，老年人的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也从生存型向
发展型转变，即从基本的
物质需求、健康需求向多
元化需求转变。其对未来
居家养老服务的期盼也趋
多元化——

期盼基本生活服务更
完善。调查显示，近五成
（47.4%）受访者认为“社区
提供的居家养老配套服务
不够完善”。居民希望所在
街道、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
中，“提供生活用品、送饭、
送医、送药上门服务”为首
选（58.7%）。此外，“养老护
理人员上门护理”（45.1%）
和“提供老年人集中就餐”
（41.6%）的生活服务需求也
相对旺盛。

期盼医养康养服务更
健全。调查显示，面对大力
推广的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居民普
遍希望完善以下服务：一是
提升基础医疗服务能力，例
如健康检查服务能力和服
务中心（站点）医疗服务能
力；二是提供便捷就诊服
务，例如预约挂号、出院转
介等服务；三是提供更多咨
询及培训服务，例如养生保
健、疫病预防、自我照护能
力等的咨询和培训。

期盼文化娱乐活动更
丰富。更多老年人对文化
娱乐等方面的精神需求日
趋旺盛，主要存在以下期
盼：一是希望提供更多室外
活动场地，便于老年人健
身、交流，其中城镇老年人
这方面意愿更强烈；二是希
望提供更加充足的棋牌、影
视场地，其中农村老年人这
方面意愿更强烈；三是提供
图书报刊阅读及分享、书
法、绘画、乐器、舞蹈等培
训、互动式文体娱乐活动，
将老年大学课程搬进覆盖
面更广的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

期盼服务人员专业化
水平再提升。当前，养老服
务人员存在年龄普遍偏大、

专业能力相对偏低的现
象。在“银色浪潮”下，老年
人对服务人员专业水平的
提升充满期待，希望有更多
养老护理等相关专业毕业
的年轻人加入，全方位提升
养老服务行业水准。

对此，市统计局社会经
济调查队建议，我市应丰富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容，进
一步深入推进养老机构服
务资源向家庭、社区延伸，
在社区内推广“助餐、助洁、
助浴、助行、助医、照料、文
娱”等服务；优化医康养结
合新型居家养老模式，通
过准入机制与资源分享机
制建设，多渠道、多元化引
入相关资源，建立并完善
养老服务中心与医疗机构
之间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
和双向转诊通道；加强养
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系
统化开展岗前培训、岗位
技能提升培训，提高从业
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同
时鼓励大专院校学生到各
类养老机构实习或工作，为
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的人才支撑。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李丽

居民对未来居家养老

有哪些期盼？
这份报告给出答案

作为全国首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城市，我市已初步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那么，宁波的养老现状如何？市民对养老有
什么期盼？

日前，市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队出具了一份
我市居家养老需求调查报告，该调查涵盖全市
10个区（县、市），共获得有效样本12527个。

结果显示，居民对街道、社区提供的养老服
务满意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对未来社区居家养
老的期盼主要体现在完善基本生活服务、健全医
养康养服务、丰富文化娱乐活动和提升服务人员
专业化水准四个方面。

“自我照顾型居家养老”为主要养老模式

调查显示，2022年居
民对我市街道、社区提供
的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得分
为78.9分，虽较2021年有
所下降，但分别较 2020
年、2019年和2018年提升
了 1.8 分、5.7 分和 7.9 分，
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
势。

分地区看，2022年满
意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
北仑（83.0 分）、余姚（81.2
分）和宁海（80.7 分）。从5

年变化趋势看，各区（县、
市）满意度得分均有所提
升，其中海曙、奉化和北仑
提升幅度位居前三，满意
度得分分别比 2018 年提
高 了 11.1 分 、10.7 分 和
10.2分。

调查显示，当前居民的
养老模式主要是居家养
老。当被询问“您或您的家
人目前的养老方式是哪种”
时，87.3%的受访者选择了

“在家养老”，远高于其他选

项。在居家养老中，选择
“主要是自己照顾自己”的
占近八成（76.3%），远高于
其他养老模式。

调查显示，“经济能力”
和“健康状况”是居民养老
方式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
选择占比分别为61.7%和
59.9%。此外，“家庭关系”

“家庭其他成员赡养能力”
和“家庭住房面积”也一定
程度影响着我市居民养老
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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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未来居家养老有四方面期盼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