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名称 

莲花项目 

二、项目简介 

贯彻落实民政部脱贫攻坚任务部署，为江西省莲花县农

村留守老年人及其他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关爱帮扶。 

三、项目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四、项目执行单位 

莲花县慈善会 

五、项目预算 

330 万元 

六、项目联系人 

许永霞，010-85323802 

七、项目结项报告 

莲花县是全国唯一以花卉命名的行政县，地处赣西边陲，

罗霄山脉中段；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国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县、罗霄山特困片区县；也是光荣的百年红县，是毛

泽东引兵井冈决策胜地，是胡耀邦革命生涯第一站，革命战

争时期牺牲的烈士有 3486 名，开国少将 13 位，为新中国的

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县总人口为 27.8 万，其中 60 岁

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4.2 万，占全县总人口为 15.1%。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为建立健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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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农村和社区养老服务短

板，莲花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民政部门的

有关精神，以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要求。一是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为组长，县民

政局局长为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推进乐龄陪伴工程

建设。二是深入开展调研，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多次带队，

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基层，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征求

老年人意见等形式，详细了解全县留守和空巢等各类老年人

分布、就餐、就医、娱乐等需求情况。三是加强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实施“党建＋农村和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模式，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和指导，强化监

督，确保了试点的规范运行。 

（二）坚持因地制宜，建设乐龄之家 

一是坚持“就近就便、统筹布点”的原则，选择人口较

多、老人较集中、交通较便利、辐射面较广的自然村布点；

对辖区范围较大、地广人稀、自然村分散且规模较小的建制

村，采取“1+n”模式，即在老年人相对集中的自然村建乐

龄之家（农村养老服务中心），在老年人相对分散的自然村

设置若干个小型活动点，从标准点向活动点送餐。二是坚持

“有公房的不租房，能租房的不建房”的原则，注重资源整

合，以充分利用闲置的老村部、小学校舍、村祠堂、旧仓库



等现有资源进行维修改造，这样既“盘活”了空闲旧房，又

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还节约了建设成本。三是坚持硬件标准

化的原则，即场所建设标准做到“七个一标准”：一块标识

牌、一间厨房、一间用餐室、一间文娱室、一个卫生间、一

个休息室，一块室外活动场地，同时尽可能靠近村级卫生室。

设施标准做到“八个一”:一套齐全的炊具、一台冰箱、一

台电视、一台消毒柜、一套餐座椅、一套餐具、一个手动棋

牌桌，条件较好的地方配置一套室外健身康复器材。四是坚

持制度规范化原则，制定出台了《运行成本管理办法》、《食

堂管理》等规章制度，账目实行日清月结，张榜公布，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到 2020 年底，我县已建成乐龄之家（含农

村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20 家，服务留守、困境老年

人 2850 余人。 

（三）鼓励邻里互帮互助，加强社会力量投入 

一是打造农村居家养老邻里互帮互助模式。将农村 70

周岁以上失能失智、孤寡失独、高龄特困和留守老人列为结

对服务对象，由政府倡导，村委会负责指导、村老年协会组

织实施，由贫困老人自主选择有服务能力的邻里作为服务人

员，双方自愿建立邻里结对互助关系。结对服务人员按照“两

访、三查、四助”要求提供服务。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为有利于乐龄之家（农村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长

效运营，我县鼓励各村在春节、重阳节等重要节假日，积极



发动本村内的企业家、乡贤捐资支持乐龄之家（农村和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营；同时，鼓励社工、志愿者

和社会组织机构广泛参与，在乐龄之家（农村和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关爱老人的志愿活动，努力营造尊老

爱老孝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八、其他（网站，微信公众号，报道链接，表彰等） 

大山深处的“乐龄陪伴”   

http://epaper.shehuiwang.cn/epaper/zgshb/2020/0

7/08/A01/story/453630.shtml 

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走进莲花  

http://www.cadf.org.cn/post/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