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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六个聚焦”探索养老服务机构社会化改革新路子
——云浮市云安区福利服务中心典型经验材料

云浮市云安区福利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云安福利中心”）

位于云浮市云安区镇安镇河西村委积鱼塘，是一所集敬老院、光

荣院、儿童福利中心三院合一的综合性服务机构，云安福利中心

周边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前有水库，背靠山林，占地面积 54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626 平方米。2017 年 11 月 30 日，通过公

开竞标，确定社会运营方承接云安福利中心及云安区辖内六家镇

敬老院公建民营养老项目，根据合同约定首期投入 2000 万，对

云安福利中心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主要包括优化功能布局、配

齐辅助设备、进行适老化改造，计划对 362 张床位进行适老化改

造，目前已完成改造 285 张床位。2019 年被评为广东省三星级

养老机构。

一、聚焦问题导向，着力化解养老供需矛盾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服务的供给侧与需

求侧矛盾日渐凸显，全区共有特困老人 1650 人。一方面，供养

服务机构因经费少、设施差、人员缺、管理弱、服务低等问题，

改革前云安福利中心空置率较高，供养床位资源浪费严重；另一

方面，截至 6 月底，全区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约 106 人，社会



— 2 —

失能、半失能老人众多，入住机构养老的需求很大。农村和小城

镇失能、半失能老人对护理型养老具有刚需，但公办特困供养机

构却拥有大量空余的床位。突出的供需矛盾，倒逼着供养服务机

构必须尽快改革，寻求新的路子、新方式，增强有效供养服务供

给，通过公办民营改革，云安福利中心打通养老刚需和空余床位

之间的供给通道，充分挖掘供给侧改革的市场价值，吸引社会资

本，盘活闲置床位。目前，云安福利中心共有 35 名特困老人和

81 名社会老人入住，落实对特困人员和社会老人养老刚需的兜

底保障职责。

二、聚焦改革创新，着力构建管理新体制

（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作为公办养老机构的云安福利中

心，坚持以“政府主导”贯穿改革全过程，注重加强政策指导和

支持，有力地激发社会运营方保持可持续投资运营能力。一是保

障改革平稳过渡。妥善安置原有工作人员和入住对象，协调相关

部门继续保留特困供养机构事业单位法人地位，原编制内管理人

员由服务提供者转为服务监管者，负责监督运营方的日常管理服

务；原有入住的供养人员，全部由运营方统一接收。二是引导运

营方履行好兜底责任。云安福利中心优先保障生活不能自理特困

人员的集中供养要求，切实履行机构的托底功能。三是加强政府

监管和服务。一方面，通过建章立制，研究制定关于生活照料、

营养膳食、康复护理等供养服务的相关规范标准；建立定期巡查

走访制度，督促运营方按照合同条款履约。另一方面，积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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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方依法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税费减免、财政补贴、投融资等

扶持政策，促进特困供养机构持续健康发展。

（二）整县统筹打包推进。以县（市、区）为单位统筹打包

进行改革，云安福利中心及云安区辖内六家镇敬老院通过公开招

标的方式确定运营方，统一交由社会运营方进行运营管理，并与

运营方约定不论特困供养机构条件好坏、规模大小，必须全部承

接并升级改造，不得随意撤并，有效避免运营方“挑肥拣瘦”。

确保在不减少特困养老机构数量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经

过改造，机构内优质的环境、专业的团队、细心的服务，不仅让

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生活，还吸引了周边社

会失能、失智老人入住。

（三）坚持市场化运作。云安福利中心在保证公办特困供养

机构公益性、兜底性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允许社会运营方根据失能供养对象实际需求对特困

供养机构进行专业化设计、建设、升级改造，确保达到护理型床

位标准化要求。一是明确运营方责任。规定每张床位平均投入改

造资金不低于 5 万元，服务的医护及服务人员总数与入住的特困

人员数量要达到规定比例。通过五年升级改造，特困供养机构必

须全部达到省二级以上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供养服务质量明显改

善。二是适度向社会开放。云安福利中心允许运营方保障特困人

员供养基础上盘活闲置床位资源，在管控下定价收费，向社会失

能、失智老人开放，实现政府责任、社会效益、群众利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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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四方互促互利。三是优先保障特困人员的集中供养。云安福

利中心严格按照“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供养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

50%”的目标，履行政府兜底保障职责，接收生活不能自理的特

困供养人员。

三、聚焦微利运营，着力增强健康发展活力

一是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云安福利中心与社会运营方合同约

定，保证资金投入，加快升级改造的进度，完善养老机构必备的

医疗及康复设备、信息系统、智能化系统和中央厨房设备，不断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2019 年，云安福利中心被评定为广东省三

星级养老机构。二是合理确定运营期限。公建民营改革实质上是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明确机构运营期

限最长不超过 30 年，保证社会运营方有足够的时间实现平账微

利，云安福利中心与社会运营方签订了 20 年运营资格年限。三

是合理制定机构养老服务价格。云安福利中心与社会运营方合同

约定特困人员免费入住，由政府将基本生活供养金拨付到集中供

养机构；社会养老服务实行市场定价，收取社会老人适当费用来

弥补特困人员护理费用缺口，在特困人员和社会老人享受同等服

务水平的情况下，实现机构微利。

四、聚焦互利共赢，着力促进国资保值增值

在改革中，云安福利中心始终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根本点和落脚点。一是落实社会投资保底机

制。将现有特困供养床位升级改造为护理型，明确规定社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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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平均每张床位不少于 5 万元的投资责任，确保达到护理型床位

标准化的改革目标。二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云安福利中心在正

式移交前对机构清产核资，登记造册，在运营期间约定由运营方

负责机构国有资产日常维护和管理，在经营期满后，供养机构土

地使用权、主体建筑物和利用每张床位 5 万元的投资资金增添购

置的设施、设备全部归政府所有，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通过

采取这些措施，大力注入社会资本，引入专业服务团队，全面提

升特困供养机构的运行质量、入住人数和自我盈利能力，推动改

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确保国有资产在不流失、保值

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增资增值增效。

五、聚焦强化管理，着力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云安福利中心加强管理和运营模式创新，不断深化供养服务

机构改革成果。一是致力提供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的供养服务。

探索“医养结合”护理模式，与当地医院、卫生院合作提供养生

保健、医疗康复服务，实现健康养老与疾病救治相结合，提供更

高质量的供养服务。通过“去医疗化”、“去机构化”改造，营

造“居家化”生活环境，使他们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二是推动“物质养老”向“精神养老”转变。云安福利中心在提

供物质需要的同时，更加注重老人的精神需求。配套建设棋牌娱

乐、图书阅览、唱歌跳舞、书法绘画、医疗保健、户外健身等各

种娱乐康复设施；开展社工文化活动，运用“社工+义工”工作

模式，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等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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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三是建设本土化、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云安福利中心引入专业化、高水平管理团队的同时，地方政

府为运营方吸纳、培训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条件，致力建立

一支本土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为本地养老服务事业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六、聚焦落实责任，确保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云安福利中心将供养服务机构供给侧改革列入日常重点工

作，成立工作督导组，强化现场巡查指导，全程跟进改革事宜，

促进改革取得实效，定期巡查，确保改革后护理服务、人员管理、

消防安全管理等符合规范要求。同时积极与民政部门沟通，协调

相关部门解决供养机构土地手续不全、消防资质欠缺等历史遗留

问题，确保不因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供养机构正常运行；协助社会

运营方依法享受政府购买服务、医养结合、财政补贴、投融资等

扶持政策，促进机构健康、持续、和谐发展。云安福利中心探索

出一条操作性强、复制性广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社

会化改革新路子，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云浮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