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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全国“敬老文明号”候选名单
（27 个）

1.长春市第二社会福利院。隶属于长春市民政局，该院将敬

老、爱老、助老理念贯穿工作始终，设立“党员责任区”，组建

专业评估小组，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三临床医院建立医养关系，实现“小病不出院、急病快转诊”。

联合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生活照料、陪伴聊天、文化娱乐等志

愿服务，定期开展节庆、游园活动，全力构建医疗、康复、护理、

社工、膳食“五位一体”的医康养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有尊

严、有品质的幸福晚年。

2.长春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隶属于长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该中心始终坚持“军”字当先、“老”字为要，

聚焦军休干部需求，推动服务提质增效。针对军休干部分布，打

造涵盖医疗、养老、法律、家政等“15 分钟服务圈”，累计开

展活动 500 余场次，服务 4.5 万人次。成立百人红色宣讲团宣讲

1500 余场，开展千人口述历史工程，编纂了《红色印记》丛书，

拍摄了《红色记忆》纪录片。

3.长春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坚持将“党建引领”贯穿工作始

终，打造全局老干部活动阵地，创建省级“六好”党支部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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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老干部“六学联动”“一对一”长效帮扶等机制，积极落实

“两个待遇”；组建“金盾银晖”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校园

讲授法治教育课 120 余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5 轮、化解矛盾纠

纷 40 余件，让老干部持续“发光发热”。

4.吉林省惠爱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集养老、康复、助浴、敬

老餐厅等项目为一体的综合性医养结合型养老综合体，成立以

来，设立“记忆家园”，服务认知症老人；组建安宁疗护团队，

提供疼痛管理、心理疏导等服务；为独居老人免费安装智能设备，

覆盖 500 余户家庭。同时，联合三甲医院打造“医养联合体”，

提供 24 小时监护与专业康复，服务失能长者 500 人次。

5.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颐康医养中心。该中心是一

家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机构，入住近 1300 位老人，服务人员近

400 人。多年来，中心开展各项为老服务工作，诊疗长者近 2 万

人次，举办主题文艺活动近 30 场，给长者开展各种知识讲座近

20 场，社工活动近 700 节。中心专设奖励基金，开展一线护理

岗位“敬老模范”评优，激发员工争优爱老的职业精神。

6.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临床医院（长春市人民医院）康

复医学科。科室针对老年患者特点，开设了“老年人康复绿色通

道”，优先接诊、检查。组建了西医、中医、治疗师、护士组成

的多学科老年康复团队，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制定个性化康复方

案。近 3 年累计为 1500 余名老年患者提供了专业康复服务，康

复有效率达 90%。科室还定期前往医院周边 27 家养老机构、社



— 3 —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义诊、科普、健康宣教活动。

7.长春市朝阳区南湖街道湖苑社区。社区下辖居民小区 6

个，服务居民近 6000 户，11000 余人。社区以构建现代化社区

养老服务体系为目标，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打造了嵌入式小微

养老服务机构、社区长者食堂、口袋公园。组建了老年人文化活

动团体、助老志愿服务团队，联合专业机构开展医疗健康、法律

援助、代买代办、心理关爱等服务 50 余场次，组织老年人参与

社区巡查、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 150 人次。

8.吉林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福利院成立于 2015 年，主要负

责特困人员的衣食起居、生活照护、医养康复、殡葬处理。在

10 年的时间里成为了一支不怕辛苦、敢于担重任的队伍，护理

人员多次在吉林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中崭露头角。他们以专

业的技能、贴心的照料，赢得了特困人员的高度认可。

9.吉林市昌邑区文庙街道天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辖区面

积 0.65 平方公里，共有 116 栋居民楼，5426 户，常住人口 13620

人，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2602 人。社区以十五分钟服务圈为半径，

开展嵌入式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行、生活照料、紧急

救援、精神慰藉、老年大学、文化娱乐等服务，打造社区医养康

养文养相结合、一站式”综合为老服务体系。

10.吉林市家政服务协会。吉林市家政服务协会践行“爱心

到家、服务到家”宗旨。做好“五经普”调查，推荐 7 家省示范

基地，为年鉴供稿 4 年。年培训 6000 人次、竞赛 29 场、等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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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673 人。培育“吉林护工师”“地丁花”“养老管家”等品牌，

建立零距离社区为老服务站，开展爱老助老等活动。

11.舒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协会成立于 2020 年 4 月，现有

志愿者 867 人，其中党员 83 人。舒兰青协始终坚持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开展敬老救助、扶危济困、助

残扶弱、赈灾解难等志愿服务项目，营造“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以更加精准、更加长效的方式传递温暖，

用心用情打造幸福港湾。

12.中共四平市委老干部局。市委老干部局为正处级建制，

主要贯彻落实各级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市各级老

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工作。为老干部建立动态台账，开辟就

医“绿色通道”。在全省首创“支部建在班级上”机制，现有

75 个教学班，学员 3000 余人次，开展节各类文艺活动 50 场，

创作书画作品近千余幅，市老年大学被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授予

“全国先进老年大学”称号。

13.四平市公安局法制政务服务大队。大队为正科级建制，

现有人员 43 人。大队设立“老年人优先服务岗”“帮办代办窗

口”和“特殊群体绿色通道”，在全市 18 个基层派出所实现“一

窗通办”，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深入老年人聚集场所，

开展普法宣传宣传，累计举办专题反诈讲座、咨询答疑等宣传活

动 110 余场次，发放防骗手册、宣传单页数百万份。

14.辽源市东丰县民政局。东丰县民政局深耕老龄工作，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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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建+为老服务”模式，构建“1+239”养老服务体系，通过

精细化服务破解养老难题，打造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惠及 7.69

万老年人，形成可复制的“东丰样板”，获评省级老龄工作和市

级精神文明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切实提升老年人幸福指数。

15.通化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理

念，以“社保服务进万家”“敬老月”“银行敬长日”等活动为

载体，开展便民助老服务。服务大厅增设“敬老专窗”、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配备轮椅、老花镜等适老设施，并提供“一对一”

和帮代办服务。构建“5+N”社保线下服务矩阵和市、县、乡、

村“四级联动”政务服务体系，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为 5.8 万名老人实现无感认证，依托“退休一件事”平台，年均

服务 6000 余人。

16.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协会成立以来，始终秉

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以关爱老年群

体为核心，围绕多帮一帮扶老人、敬老院慰问、发放防走失定位

贴、关爱失独家庭老人、关爱特困老人等重点服务类别，扎实开

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敬老助老活动，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协会先后荣获“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单位”等多个荣誉称号。

17.白山怡康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白山怡康养老是国家

财政部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是吉林省白山市十大重点工程项目

之一。怡康养老为长者提供就医绿色通道，“医、康、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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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生活细节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内设有图书室、棋牌室、台球

室、影音室、多功能大厅。将医疗、养老、康复、护理、一站式

融合，由专业的照护团队为长者提供多维度服务需求，让长者们

在医疗与养老的融合中，安享晚年的美好时光。

18.吉林省爱尚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是集物

业服务公司，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服务公司。

定期开展家庭健康管理公益活动，为老年居民开展免费体检，潜

在健康风险早发现、早干预，已免费检测 300 位老人。将物业参

与养老模式带到机构，为集中照护老人提供各项公益服务，丰富

了诸如“老人生日会”“夕阳篝火晚宴”等创新内容。

19.松原市宁江区华铱堂养老院。开创“医养无缝衔接”服

务新模式。针对失能失智老人，创新“1+N”多学科照护模式，

由医生、护士、康复师提供身心全方位服务。依托智慧养老平台，

为每位老人定制健康管理方案，通过智能穿戴设备实时监测生命

体征，累计预警健康风险 80 余次，真正实现“治疗在医院、康

复在机构、护理到床头”。

20.白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处级行政单位，现有 29 名工作

人员。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机构为老

服务能力，创新“乡镇卫生院与福利院签约”医养结合模式，开

展“主动眼健康筛查”试点工作，完成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老年医学科建设。

21.白城市洮南市公安局富文派出所。派出所为正科级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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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民警 20 人、辅警 30 人。将服务老年人融入工作，提高政治

站位，创新服务方式，推行便民服务车、成立爱心服务队、建立

一对一帮扶小组、联合卫生院体检、加强反诈宣传，获得群众广

泛认可。

22.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老龄办自

2001 年成立以来，积极推进法规体系建设，在全省率先实现老

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国家法、省条例、州条例及细则的衔接配套。

积极发展壮大老年群众组织，全州基层老年协会达 1437 个，四

级老年人组织建设经验在全省推广。推进并率先完成城乡养老大

院（中心）普及任务，相关经验事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

2011 年荣获全国老龄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2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新华街道老年人协会。协会自

1985 年成立以来，坚持以党建为魂，建设“银龄数智课堂”，

年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30 余场；以创新为翼，实施“银龄结对”

工程，精准帮扶辖区特困留守老人；以文化为媒，先后培养朝鲜

族非遗传承人 30 余名；“周末大舞台”成为特色品牌，构建起

“教育有深度、服务有温度、文化有厚度”的边疆民族地区为老

服务样板，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24.长白山池北区美人松社区。社区以敬老为核心，积极推

进适老化改造，建立为民食堂和养老服务中心；组织文艺队、创

办“银龄学堂”；多方联动，建立服务网，护健康、防诈骗；建

立三级服务机制，打造 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切实提升老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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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便利度，2023 年获评“省级精品老干部社区”。

25.梅河口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中心为事业单位，现有职

工 22 人。中心与医疗机构协作畅通了院前急救和转诊绿色通道；

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整合，提升了全市特困供养人员生活品质；组

建了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指导全市养老机构提供标准示范服务。

26.吉林省图书馆报刊部。该部内设老年人阅读室专职值班

人员 2 人，无障碍志愿服务团队成员 17 人，且在老年人阅览室

设置明确引导标识，配备老花镜、放大镜，精选老年人喜爱的休

闲、文史、健康类期刊 60 余种、报纸 40 余种，设有 8 个电子阅

览坐席，持续为爱老文化室提供文献、智能听书机等资源支持，

积极策划组织面向老年群体的阅读推广活动等。

27.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学校由吉林省同心教育集团承办，

为非营利性老年学习服务组织。现设有 2 个分校区，9 个学院，

教学班级 291 个，110 余门课程，除传统声乐、美术等课程外，

还开设了中西式面点、非遗剪纸、手机摄影、手机剪映等特色技

术类课程，帮助老年朋友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老年生活，目前线

上+线下动态注册学员超 2.1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