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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地方标准

《农村“颐养之家”服务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农村养老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短板，长期以来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推

进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从而促进农村

养老进一步发展。

2021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十

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国

发〔2021〕35 号）中提到：“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通过支持县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改造、将具备条件的乡镇级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务中

心、综合利用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等方式，因地制宜实现农

村有意愿的特困老年人集中供养。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

幸福院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支持乡镇

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增加养老服务指导功能，

将专业养老服务延伸至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和居家

老年人。对于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原地改造升

级项目，不需要调整规划用途，不额外占用建设指标。加强

农村养老服务和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职业化、专业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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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行政村为单位，依托村民自治组织和邻里互助力量，

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巡访制度，督促家庭成员履行赡养

扶养义务，提供必要的援助服务，帮助解决基本生活安全问

题。”为构建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清晰的脉络。

2021 年大同市出台《大同市农村“颐养工程”实施方案》，

创新开展农村“颐养工程”，聚焦农村老年人这一极易返贫

致贫的特殊群体，探索建立大同市城市有“助老”、农村有

“颐养”的大同模式，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二）起草单位

大同市民政局、大同市养老服务中心、大同市家怡养老

院、大同市热橙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夕阳红老年公寓、天镇

县康宁医院、西坪中心敬老院、麦斯达夫（大同）标准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三）起草人

王东升、宿权、范俊、池玉宝、张伟、高宇、马淑芳、

张杰、张满禄、冯熙睿、曹刚、武治娇、张曼、王钊柱。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意义

（一）必要性

2021年，针对农村养老问题，大同市出台《农村“颐养

工程”实施方案》，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重点为生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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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农村“两无”（无生活自理能力、无人照料）老年人提

供兜底养老服务，解决他们的保障难、健康难、关爱难等问

题。“颐养之家”为老人们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解决了农

村老年人无人养老问题。

“颐养之家”以村为单位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

务，让老年人住得安心、舒心。大同已在52个村建成“颐养

之家”，400多位农村“两无”老人在“颐养之家”享受专

业养老服务，1500多名农村困难老人通过“颐养之家”享受

送餐、医疗等服务。预计今年年底，大同市将实现“颐养之

家”在农村地区的全覆盖，从而进一步保障了全市农村地区

老年人的养老工作。

我市作为我省该项工作的初创者，应保障该项工作保质

保量顺利推行下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所以我市应规范该

项工作，并且保证该项标准也适合于全市开展此项工作，包

括特色化建设、提供特色化服务等，由此原因，特制定大同

市地方标准《农村“颐养之家”服务指南》。

（二）可行性

我市从2021年开始建设“颐养之家”以来，在各县（区）、

各镇（乡）原有农村闲置房如养老院、学校、供销社、合作

社等设施上改造升级而成，针对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就

医难”、“吃饭难”、“取暖难”、“洗澡洗衣难”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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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大同“颐养工程”没有简单地搞“一刀切”，而是根

据需要制定项目“菜单”，提供针对性强的多样化养老服务，

有效降低各方成本。建成“颐养之家”的基础上，又盘活了

集体资产。而在两年的建设期，累积了各种服务经验，总结

提炼，为编制大同市地方标准《农村“颐养之家”服务指南》

提供经验指导。

（三）意义

针对农村养老问题，大同市出台《农村“颐养工程”实

施方案》，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重点为生活困难的农村

“两无”（无生活自理能力、无人照料）老年人提供兜底养

老服务，解决他们的保障难、健康难、关爱难等问题。政策

加持下，我市范围的“颐养之家”数量大幅提升，解决本市

乡镇老年人养老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是组织运行的不合理、

服务内容的不完善、服务水平的参差不齐。而本标准的形成

以及后期落地实施，保障了本方案的实施效果，切实解决农

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从而形成我省农村养老典型案例。

三、编制过程介绍

（一）预研阶段（2023年3月-2023年6月）

2023 年 3 月，大同市民政局结合工作实际，就农村“颐

养之家”服务模式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方

向，确立了《农村“颐养之家”服务指南》的立项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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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大同市民政局联合本地优质的养老机构组

成标准起草组，并着手开始搜集、查阅相关国家政策、科研

文献、资料及标准查新工作，并结合农村“颐养之家”发展

现状，论证标准立项的可行性，并形成标准框架。

（二）立项阶段（2023年7月-2024年3月）

2023 年 11 月，《农村“颐养之家”服务指南》标准草

案编制完成后，起草组将申报材料装订后向大同市养老服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大同市养老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初审后，将该标准的申报资料上交给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并于 2024 年 1 月参加地方标准立项答辩会议。

2024 年 3 月 15 日，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下发《大

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度第 1 批大同市地方

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同市监标准函﹝2024﹞105 号）。

《农村“颐养之家”服务指南》正式获批立项，承担单位为

大同市民政局等 8 家单位，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单位

为大同市民政局，归口标委会为大同市养老服务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计划周期 12 个月。

（三）起草阶段（2024年3月-2024年4月）

制修订计划下达后，迅速成立标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

由专业技术人员和标准化人员组成，标准起草组根据前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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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情况对标准框架进行内部讨论，围绕标准的内容完整性、

可行性进行讨论，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编制

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要求，

充分收集现有行业资料，力求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标准具有

科学性、先进性。本标准的制定依据以下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中规定的内容立足当前我市“颐养之家”实际要

求和需求，所规定的内容既符合国家政策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又要满足实际，为全市范围内开展“颐养之家”的机构提供

规范性指导。

2.统一性原则

本文件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相一致。符合

国家、山西省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有关要求。

3.规范性原则

多次召开标准编写研讨会，起草组就标准的框架、结构、

内容广泛讨论，发表意见，标准的格式、结构和内容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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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二）制定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3.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

4. 《农村“颐养工程”实施方案》。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

的论述

第 1 章是范围。本章内容指出了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及适

用范围。即本文件规定了农村“颐养之家”服务的服务基础、

服务对象、服务模式、服务内容、评价与改进。本文件适用

于大同市农村“颐养之家”机构的服务。

第 2 章是规范性引用文件。明确了该文件中引用到的规

范性文件。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下，对老年人评估应遵守《老

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的相关要求；在“颐养

之家”的服务具体内容要遵守《养老机构服务规范》（DB14/T

1330）的相关要求；在对本服务进行外部评价时，应按照《养

老机构服务评价》（DB14/T 1897）的要求执行。

第 3 章是术语和定义。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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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是服务基础。从组织建设、设备建设、管理制度、

人员培训四个方面对开展“颐养之家”服务进行约束。其中

管理制度中，着重体现了“颐养之家”信息服务平台，为开

展“颐养之家”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奠定服务基础。

第 5 章是服务对象。根据《大同市农村“颐养工程”实

施方案》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颐养之家”的目标受众群

体。

第 6 章是服务模式。根据《大同市农村“颐养工程”实

施方案》的内容，规范了服务模式，有集中供养、日间照料、

定期寻访、结对帮扶、邻里照护、社会养老。

第 7 章是服务内容。“颐养之家”的服务内容为“六助”，

分别为：助救、助餐、助医、助洁、助购以及助娱。

第 8 章是评价与改进。明确了评价方式、评价内容以及

改进措施，保证“颐养之家”工作质量不断提升。

六、标准中如有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

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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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大力推广宣传贯彻

1.官网发布

标准发布后，大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大同市民政局

等起草单位官网对标准实施令的发布进行通知，并通过各单

位的渠道发送至各村村委相关工作人员，保证均已接收。

2.实地宣传

筛选本市的“颐养之家”试点乡镇，进行为期一天的宣

传，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一对一讲解标准内容，发动村委会工

作人员进行从上到下的宣传。并召开会议，根据标准内容组

织协商“颐养之家”开展工作方案，并定期监督工作开展情

况。

另外，培养起一批“颐养之家”试点乡镇后，让试点乡

镇带动周边乡镇，全面学习该模式，建设全市“颐养之家”，

为我市农村老年人提供晚年保障。

3.图解展示

制作标准内容的图解版，将图解版以纸质或电子的形式

发送至各个相关乡镇。以图解版的形式进行上墙宣传、宣传

册宣传，并通过图解版促进学习。

（二）积极开展检查检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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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监督检查改进制度。全市乡镇在标准实施过程中，

对发现的问题或者相关建议进行及时反馈，以便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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