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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 江 省 民 政 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文件

浙民养〔２０２１〕３８ 号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２０２１ 年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党委组织部、民政局、财政局：

为持续推进《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卫生健康委、银保监会、扶贫办、残联、老龄办关于加快实施老

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民发〔２０２０〕８６ 号）落实，

高质量完成 ２０２１ 年省政府确定的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民

生实事，特制定《浙江省 ２０２１ 年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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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 江 省 民 政 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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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２０２１ 年困难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

２０２１ 年，对 ２ 万户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见附件

１），实现“三老”人员和现有失能困难老年人全覆盖。主要对象

为“三老”人员（是指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

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困难

老年人中失能部分失能人员，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中失能

部分失能人员，适当考虑困难人员中部分 ８０ 周岁以上的自理老

年人。

实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应坚持“三老”优先，充分

体现党和政府对“三老”人员的关心，优先保障这批对象。再根据

老年人家庭的困难和急需程度，确定改造顺序。坚持突出重点，结

合老年人失能情况，重点解决老年人在如厕洗澡、起居行走、康复

护理等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做到先施工改造，再配置辅具，让必

备功能的生活设施更加安全、便利。坚持尊重意愿，改造与否由老

年人家庭自己决定，不应强制实施。属于全覆盖类家庭，老年人不

愿意改造的，由村（社区）出具相关证明即可。坚持因地制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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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根据家庭环境条件现状进行有

效改造，因地制宜加快推进。

二、改造内容

居家适老化改造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能性需求，选择适

配性产品，组成不同场景居家环境的产品服务包，围绕“如厕洗澡

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

配”五个方面功能，区分基础改造服务包和拓展改造服务包（见附

件 ３）。基础改造服务包 ８ 项内容，为必备功能。拓展改造服务包

１２ 项内容，根据老年人家庭自愿选择，超出补助标准的费用由个

人承担。改造项目应以施工类为主，适量配置康复辅助器具，不得

以添置一般性家具、家电产品代替适老化改造，确实需要的通过其

他途径进行解决。

（一）如厕洗澡安全。卫生间、浴室地面防滑处理，配备坐便

器、洗澡椅，安装扶手等，降低意外风险。

（二）室内行走便利。实施出入通道无障碍改造，室内墙体安

装扶手（抓杆），加装夜间照明装置等，便于老人行走。

（三）居家环境改善。对锈蚀水管、老化裸露用电线路改造

等，改善居住环境。

（四）智能监测跟进。安装物联网门磁监测系统、紧急呼叫系

统、燃气监测报警器等，加强老年人安全监护。

（五）辅具器材适配。适配与无障碍改造有关的辅具器材等，

适应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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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造工作程序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

细化工作流程，确定改造对象家庭申请条件，按照任务分配、评估

设计、改造实施、项目验收的流程实施。

任务分配。乡镇（街道）根据提供的“三老”人员，以及老年人

能力评估筛选出的困难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中失能

部分失能人员，困难人员中部分 ８０ 周岁以上的自理老年人，由老

年人家庭提出改造申请，填写《居家适老化改造申请审批表》（见

附件 ２），县（市、区）民政局审核认定对象，将对象进行公示。适老

化改造对象家庭应对改造住房拥有产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凡是租

赁房屋（不含廉租房、公租房）、房屋近 ２ 年内需拆迁、确实不具备

改造条件和危房的，已列入残联无障碍改造计划的，不予改造。

评估设计与改造实施。由县级民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

定，确定适老化改造服务机构，原则上，每个县（市、区）不超过 ２

家，改造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需具备装修、辅助器具适配等相关专

业资质和经验。评估设计与改造实施可以是同一改造服务机构。

县（市、区）民政部门组织中标单位开展适老化改造需求评估，提

出改造方案，经老年人家庭确认签字后，由县（市、区）民政部门审

批。按照审批后的方案实施改造。改造完成后，改造服务机构要

建立完整的改造档案。

项目验收。县级民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同步确定

适老化改造服务机构、专业验收机构，专业验收机构不得与改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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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为同一家单位（或同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做到对设计方

案、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全过程监管。验收结果作为费用结算和补

贴的依据，改造资金应区分产品费用和改造安装费用，不得将改造

安装费用充抵进入产品费。老年人家庭与改造服务机构签署设施

维护和安全使用协议，质量维护期不低于 ２ 年。乡镇（街道）要做

到逐户实地验收，市民政局按不少于 ５％的比例进行抽查。

四、资金保障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平均每户支出标准为 ６０００ 元。

各地可根据实际，适当增加补助标准。适老化改造所需资金，由各

地统筹省级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本级资金安排解决。

各地应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法

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执行。

五、相关要求

（一）加大支持力度。各地要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加大财政投入，引导社会捐赠参与。积极培

育从事适老化改造的企业，引进优质品牌企业，形成市场良性竞争

环境，推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质量持续提升。鉴于适老化改

造具备一定的专业性，不提倡社会工作机构参与适老化改造。落

实养老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

（二）加快部署推进。居家养老是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选择，实

施居家适老化改造对于提升居家养老质量，释放新兴消费、培育经

济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及时向当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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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领导汇报，尽早筹划研究，明确任务、资金安排和政策措施，尽快

形成配套方案，今年是建党 １００ 周年，为体现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

心，力争超额完成任务。严格按时间节点扎实推进，６ 月底完成所

有“三老”人员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７ 月底完成 ５０％的居家适老

化改造项目，９ 月底 １００％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并录入信息

系统。

（三）加强宣传督导。各地要加强政策解读和成果宣传，要坚

持实地督导，并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宣扬典型案例和优秀改造企

业，依法依规查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违约、违规问题，切实保障老

年人合法权益，确保民生实事如期完成。

附件：１． ２０２１ 年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分配表

２． 　 　 县（市、区）居家适老化改造申请审批表

３． 　 　 县（市、区）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评估表

４．困难家庭老年人适老化改造项目产品推荐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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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１

２０
２１
年
困
难
老
年
人
家
庭
适
老
化
改
造
任
务
分
配
表

区
划
名
称

杭
州
市

宁
波
市

温
州
市

嘉
兴
市

湖
州
市

绍
兴
市

金
华
市

衢
州
市

舟
山
市

台
州
市

丽
水
市

合
计

计
划
数
量

３０
００

２８
００

２６
００

１７
００

１２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９
００

１１
００

５０
０

２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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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编号：　 　 　

　 　 县（市、区）居家适老化改造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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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编号：　 　 　

　 　 　 县（市、区）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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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困难家庭老年人适老化改造项目产品推荐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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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民政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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