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敬老院）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民发〔2019〕8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财政厅（局）、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财政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是提供基本社会服务

的重要载体，在脱贫攻坚中发挥重要兜底保障作用。当前，

一些供养服务机构法人地位缺失，运营管理滞后，照护人员

短缺，服务质量不高，管理工作亟待加强。根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

1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19〕5号）等文件精神，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协调落实法人登记。各地要于 10 月底前开展一次特

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法人登记情况摸底，积极协

调提出落实法人登记的解决办法。具备相应条件的机构要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

登记办法（试行）》（中央编办发〔2015〕132 号）等法规政



策，及时向编制部门提出法人登记申请，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推广县域“1+N”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联合体建设，暂不具备

独立登记条件的机构可作为分院，由具备法人身份的供养服

务机构实施统一管理。 

二、加强队伍建设。各地要通过选派选拔等方式，将具

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党性原则，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熟悉机

构管理的人员配备到机构负责人岗位，结合实际需要合理确

定工作人员与生活自理供养对象、失能供养对象的配备比例。

省级民政部门要定期组织对供养服务机构负责人轮训，2022

年前实现全覆盖，之后每三年轮训不少于一次，基本实现供

养服务机构负责人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护理人员应接受基

本照护专业科目的岗前培训或在岗培训，每年累计培训时间

不少于 48小时，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培训补贴，逐步提高通过

职业技能水平评价的养老护理员比例。合理确定和落实工作

人员薪酬待遇，鼓励通过在绩效工资分配中予以适当倾斜等

方式，建立与岗位绩效、职业技能水平挂钩的考核激励机制，

提高一线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支持供养服务机构引入社会工

作者、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才，鼓励供养服务机构设立志愿

服务站点，积极培育养老志愿者队伍。逐步打造一支政治素

质过硬、照护能力强、富有为民服务情怀的管理服务队伍。 

三、加强经费保障。各地要严格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政策，保障供养经费落实到位。基本生活标准应当满足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所需，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物价上涨及时予

以调整。照料护理标准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服务需

求确定，主要用于保障照料服务产生的经费支出。要按照民

政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

经办服务能力的意见》（民发〔2017〕153 号）相关要求，合

理设置属于特困人员供养服务的购买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

务指导性目录，并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从各级既有的

社会救助工作经费或社会救助补助资金中统筹安排，结合实

际需要和财力情况，为符合条件的供养服务机构专业化照护

服务提供资金支持。鼓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增强资金保障

能力。 

四、推进社会化改革。各地要进一步强化供养服务设施

兜底线、保基本职能，确保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需求。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分院施

策，盘活用好供养服务设施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公办供养服

务设施通过承包经营、委托运营、联合经营等方式，引入具

备相应条件的企业或社会服务机构参与运营管理。举办方要

与运营方签订权责明晰的合同，规范内部治理，明确权责关

系。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基础上，可向社会开放床

位，按相关规定实行市场定价，确保收益主要用于支持兜底

保障对象的供养服务。公办民营机构同等享受政府购买服务、

税费减免、财政补贴、投融资、人才队伍建设等扶持政策。



积极培育发展一批能够承担特困供养服务任务的连锁化、品

牌化、专业化的运营主体。 

五、提高服务质量。省级民政部门要健全完善特困人员

供养服务设施服务质量基本规范，明确服务内容和要求，加

快供养服务设施规范化发展。引导行业组织、第三方专业机

构，对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开展服务质量评估和等级评定，

健全以标准规范为核心的行业监管机制。供养服务机构要制

定涵盖基本生活保障、照料护理、精神慰藉、丧葬办理等内

容的基本服务目录，根据个人实际需求提供服务。通过特困

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周边医疗机构开展协

议合作等方式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配备应用康复辅助器

具设备，推广应用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等产品，促进服务质

量提升。 

六、加强安全管理。各地要结合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

设专项行动，对照《养老机构重大风险隐患检查指标》等，

对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逐项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落实

供养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

消防安全设施设备改造，对因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土地规划

等手续问题未能通过消防审验的供养服务机构，要抓紧提请

省级人民政府集中处置。强化食品安全、运营秩序、资金安

全的监管，结合“保健”市场乱象整治和非法集资风险排查

等有针对性地做好检查整治，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确保到



2020 年底前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排查出的所有重

大安全隐患全部整改到位，切实筑牢安全管理底线。 

各地要高度重视供养服务设施管理工作，结合本地实际

认真抓好落实，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取得的积极进展及

时上报。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9 年 9 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