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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民

政部唐登杰部长对陕西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决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维稳工作部署，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推

进我市养老服务机构特别是社会福利院的规范管理和养老服务

机构安全稳定、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我市民政系统安全运行、稳

定发展。

二、工作任务

（一）切实抓好公办养老机构规范服务管理工作。

1.全面排查，迅速补齐公办养老机构管理短板弱项。

目前，迫切需要重点整治的问题主要为：

①机构内供养人员生活条件差，设施条件不符合规范。特困

人员居住拥挤、生活设施配备不到位、内部设施陈旧简陋且不考

虑特困人员正常生活所需。

②生活条件差，不能保障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所需。部分机构

伙食标准明显偏低，服务对象个人卫生条件差、供养人员穿衣用

度陈旧简陋，生活照料不够细致。

③安全设施条件差，存在风险隐患多。部分机构消防设施未

通过消防审验，消防设施使用、维护存在隐患，消防管理存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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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用电用气等安全方面存在问题。

④工作人员作风不严不实，管理松懈。漠视服务对象权益，

对特困人员的生活、人身权益漠不关心。疏于对机构在编工作人

员的管理。

⑤欺老虐老现象依然存在。欺老虐老问题的苗头有所显现，

有在检查中特困人员向检查人员告状的情况。

各县（区）、市直属养老机构要按照《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

评定》《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陕西省

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建设标准》

《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等相关规定，落实好单床位占建筑面积

不低于 26.5 平米、养老床位单床占建筑面积应达到 42.5—50 平

米、每名供养对象室内使用面积不低于 6 平方米等基本要求。要

按照《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中所要求的“结合老年人生

理特点、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制定食谱，做到营养均衡”以及一

系列饮食安全操作规范。按照安全规范设置、维护消防设施，规

范使用电器，规范人员安全管理，规范进行巡查，迅速补齐短板

弱项，保障好服务对象基本权益。

①开展标准规范学习（5 月底前）。各县（区）、市直属养老

机构要利用半个月时间集中学习研究，包括省政府《关于进一

2.扎实开展公办养老机构作风整治，切实履行好兜底保障职

责。为保障好特困人员生活与安全，整改公办养老机构存在的管

理问题与安全隐患，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要求，

全市公办养老机构要开展作风整治，落实好“一学习四整治”的

要求。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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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陕西省五保供养服务机构

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度；《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特困人员

供养服务设施建设标准》《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等养老机构建

筑与居室设置标准；国家《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养老

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服务标准规范；《陕西省养老机构和

儿童福利机构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规则（试行）》和《关于有效

解决养老机构消防审验问题的方案》等消防安全设施配置、管理

维护与人员配置的规范性文件。

②开展机构保障环境整治（6 月底前）。要对所属公办养老

机构特困人员生活保障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照特困供养机

构入住人员床均使用面积、建筑面积标准，对机构内居住环境进

行严肃彻底整治，严禁再出现侵占特困人员生活权益的现象出

现。要坚决对机构内供养人员餐饮标准进行加强改善、规范管理，

各县（区）民政部门要及时调取所属养老机构每周餐饮食谱，检

查餐饮食谱是否符合老年人健康所需。机构内卫生环境整治，特

别是要整治餐厅食堂，实现餐饮卫生安全。

③开展安全设施整治（6 月底前完成评估）。关于《有效解

决养老机构消防审验问题实施方案》已下发，各县（区）、市直

属养老机构要联合相关部门做好消防审验，对消防安全硬件设施

符合标准的养老机构,于 2023 年底前完成消防审验整改;对消防

安全不达标的养老机构,于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设施改造评估、

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改造并向市局报送,全面解决存量养老机

构消防审验问题。对硬件设施存在问题的机构，评估完成后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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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资金投入，建立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督促整改，市局将每半

年对各养老机构整改消防审验问题进行通报。要对照《陕西省养

老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规则（试行）》，在消

防管理、人员配备、设施设备使用维护、消防演练等方面要求严

格按照规范管理，切实修订消防应急预案，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将隐患消灭在萌芽阶段。

④开展人员作风整治（7 月底前）。各县（区）、市直属养老

机构，要对在编工作人员在岗在位情况进行清查，要对工作记录

及档案进行核查，据实摸清在编不在岗人数及原因。对长期无正

当理由不在岗的人员，必须立行立改，对拒不整改的单位和个人，

由上级民政部门按照侵占特困人员利益问题，报纪检部门处理。

特别是对欺老虐老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

层，与具备交流能力的特困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开展谈心谈话，

发现问题苗头，提前防范化解。对在明察暗访中发现的欺老虐老

行为，坚决整治，发现一起上报一起，情况严重的汇报相关纪检

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⑤开展机构财务管理整治（7 月底前）。各公办养老应具备

独立财务账户，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开展社会代养服务或公建委

托运营的供养机构，应分别对供养人员和社会代养人员资金设立

独立财务账户，分别实行独立财务核算，严防侵占特困供养人员

权益问题。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建立内部监管机

制，确保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做好财务收支信息公开，防范出

现挤占、挪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问题。按照民政、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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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定期报备机构内资金使用情况。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经费应由供养服务机构用于购买护理用品和照料护理、康

复训练等服务，以及支付特困人员住院治疗的陪护费用，不得用

于其他支出。

3.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督促整治落实。各县（区）、市直属

养老机构要制定细化工作措施，落实监督管理职责，切实开展整

治，做好特殊困难群体的关爱照护，做到“三个必须、三个决不”

（必须定期查访、必须坚持分区收治、必须做好疫情防控、决不

能出现侵占特困人员利益问题、决不能出现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

事件、决不能出现安全事故与舆情风险），一定要将警惕性提到

最高，一定要高度重视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高度重视舆情风

险，一定要紧盯安全和舆情这两块最大的风险，绝不能在当前关

键时刻掉链子、出状况。

（二）扎实做好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中国-中

亚峰会前后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是当前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峰会

维稳安保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强化担当、积极作为，以最大决心、最严措施、

最佳状态补短板固底板、防风险除隐患，坚决服务保障好国家总

体外交大局，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各县（区）、市直属养老机构要认真落实民政服务机构

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要求，坚决守住安全发展

底线。

1.强化政治担当，坚决扛起安全生产责任。老年人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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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自救逃生能力弱，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一

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抓好民政领域安全

生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宗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

尽责，坚决扛起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

2.勇于担当作为，落细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各县（区）、市

直属养老机构要开展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全覆盖，

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对照检视差距和不足，持

续加强安全管理，不断健全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体系。

3.强化督促指导，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是关键，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机构主体三

个责任，着力构建“闭环式”落实体系。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注重发现问题，加强现场指导，做到举一反三，

推动全行业全领域排查整治，确保抓早、抓小、抓根本，将风险

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标本兼治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遏制民政领

域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广大养老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

（三）牢固守好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当前，我国疫情总体处于零星散发状态，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抓实抓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加强公共卫生、

疾病防控、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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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相关工作部署，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1.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要充分认识到新冠疫情并不会随

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结束“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而消失，要清醒认识到，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传播流行中，

病毒仍然对老弱病残人群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尤其对于养老服务

机构的服务对象，新冠疫情防控仍然要严格管理，来不得半点松

懈。尤其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距离上一波疫情已经半年，很多

老年人的抗体水平有所降低，一些地方疫情出现抬头趋势，而养

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的聚集性、老年群体抵抗力的脆弱性共同决

定着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的严峻性。

2.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要慎终如始抓好新冠病毒感染

“乙类乙管”后各项规定防控措施落实，加强常态化监测预警，

持续做好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完善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抓好医疗

物资统筹调配能力建设和疫苗接种工作。要织密织牢服务机构

“防控网”，务必坚持“严于社会面的总要求”，严格落实“乙类

乙管”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养老服务机构应对第二波新冠病毒感

染、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致病力增强变异株有关工作预案，指导

本地区养老服务机构结合设施条件实行内部分区管理，督促机构

动态储备防疫药品物资，保持就医转运机制和绿色通道畅通，对

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好准备。要把好服务机构“入口关”，加强对

探视人员管理，督促外来人员对进入机构时严格落实佩戴口罩等

个人防护措施，对外来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状况观察询问，

切实防范疫情引入和扩散，全力保障服务对象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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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服务对象日常健康监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功夫要

下在日常。要打好主动仗、下好先手棋，定期对养老服务机构入

住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展健康检测，发现发热、嗓子痛等症状要及

时送医。要鼓励未完成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的老年人、机构工作

人员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做到无禁忌症、具备接种条件的应接尽

接。

三、工作步骤

（一）全面排查，迅速补齐短板弱项（5 月 16 日-5 月 31

日）。要结合本次主题教育，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等系列重要论述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养老服

务机构规范管理、机构安全稳定、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性和迫切性，

认真查摆自身主观、客观各方面存在的不足，直面问题，补齐短

板，下决心解决问题，确保机构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二）整改落实，切实履行保障职责（6 月 1 日-10 月 31

日）。为保障好特困人员生活与安全，各县（区）民政部门、市

直属养老机构要迅速行动，对存在问题与安全隐患，拿出有效措

施，全面履职尽责、抓好整改落实。

（三）总结上报，确保工作圆满完成（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各县（区）、市直属养老机构要按照规定时限、既定动作，

切实抓好工作任务的落实落地，认真回顾总结，确保工作全方位、

无死角，将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形成总结，予以上报。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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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抓好责任落实。各县（区）、市直属养老

机构要认真组织学习传达、深入领会唐登杰部长对陕西民政工作

的重要指示要求，把指示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用心用情用力

持续抓落实。

（二）紧盯重点，全面排查整治。养老服务机构规范管理、

安全稳定、疫情防控工作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各县（区）、市直

属养老机构要突出重点，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开展，问题全面排查

整治。

（三）加强协调，推动工作落实。各县（区）要向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进行专题汇报，积极争取支持，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

机制，发挥部门联动效应，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合作的

良性工作机制。

宝鸡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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