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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社区养老 助力康养四川
第五届中国（四川）养老服务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华西社区报华西社区报封面新闻封面新闻APPAPP

在大力推进全龄友好包
容社会营建工程的同
时，如何让“家门口”的

养老服务可望可及？如何从长者需
求出发，打造具有四川特色的养老服
务品牌？10月13日下午，由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指导，华西社区传媒联合
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
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四川）养老服务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四川日报报业
集团多功能厅举行，会上成立了“社
区养老服务联盟”，发布了一批具有

代表性的康养示范案例。
在本次高峰论坛现场，四川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
老龄协会四川大学老龄科研基地
主任李丹以“从身到心——照护服
务如何为老人赋能？”为主题进行
了分享。成都市金牛区民政局副
局长杨国均以“坚持需求导向、聚
焦体系建设，全方位推动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高品质发展”为主题，
分享了金牛区目前养老的基本情
况和主要做法。

在圆桌讨论环节，来自成都各
社区的负责人围绕“全龄友好包容
社会营建工程下，如何让‘家门口’
的养老服务可望可及？”这一话题
展开了讨论，并向现场嘉宾介绍了
所在社区的具体做法。川内医养
机构负责人就“如何从长者需求出
发，打造具有四川特色的养老服务
品牌”这一话题，各抒己见，展开对
话。

为了助力社区养老服务建设，
让长者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养老

服务，主办方还在活动现场发起成
立了“成都社区养老服务联盟”。联
盟将汇聚老龄研究专家智库、权威
媒体、街道社区、优质养老服务团队
等资源，共同促进社区养老的发展。

接下来，“颐养天府·品质康养
体验行”等公益活动将持续进行，活
动将发掘、报道社区中的特色养老
服务、亮点养老故事，传递养老行业
正能量。当天，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康养示范案例也同时发布。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两场圆桌对话
聚焦养老高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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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题演讲
畅论养老全方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