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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

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并明确指出“优化基本养

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

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互助式

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这对人口老龄化指明了新时代

新征程养老服务工作的行动方向。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针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规划深

入实施社区养老幸福工程，加快建设分布式、多功能、专业

化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构建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山西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提出：构建便捷可及的普惠养老服务体系，覆盖城乡、惠及

全民、均衡合理、优质高效的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扩大，兜

底养老服务更加健全，机构养老服务质量、安全管理能力、

护理功能有效提升，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优质规范发展。

《尧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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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构

建符合尧都特点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到 2025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达到 35

张，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达到 40%以上。

2023年临汾市《关于推进全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实施方案》中提出：优化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坚持“机

构跟着老人走”，推进嵌入式养老机构建设，引导重点建设

护理型养老机构，优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服务功能和场景，构建布局均衡、

适应需求、服务便利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体系。

新一轮《临汾市养老服务五年规划（2024—2028年）》

已于 2024 年 5 月获临汾市人民政府批复，要求“统筹发展

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在城区加快幸福工程和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在农村通过合理布局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

照料中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并对尧都区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提出相关要求。

从省、市发布的各类“十四五”规划、养老服务事业发

展方针政策等得出，在老年人口不断增长、老龄化持续加剧

的大环境下，养老服务设施将成为最基础的公共服务设施，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开展尧都区养老

服务设施规划工作对于下一步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推进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布局均衡、适应需求、服务便利

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体系从而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

深远意义。



3

二、规划目的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提升尧都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业建设，满足多层次、高水平、有温度的养老

服务需求，在养老服务均等化基础上实现具有针对性、示范

性、前瞻性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结合尧都区实际情况，科

学合理地安排尧都区养老服务设施，促进老龄事业的良性发

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完善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前控制预留相关用地和建设空间，特

编制《尧都区养老服务业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4-2035年）》。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尧都区行政辖区范围内中心城区以外

的乡镇，包括 10个镇、4个乡。对区域范围内的各乡镇养老

服务设施进行整体规划，落实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

完善尧都区养老服务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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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尧都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范围图

四、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4—2035年。其中近期至 2025年，中

期至 2030年，远期展望至 2035年，与尧都区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期限保持一致。

五、规划对象

根据《山西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

规划》《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临汾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临汾市关于推进全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实施方案》及相关规划要求，确定本次规划设计研究对象。

本规划所指的养老服务设施，是指由民政部门主办或主管，

包括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兴办的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生活、照

料、医疗及其他需求所建立起来的建筑和设施。养老服务设

施可分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两大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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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机构养老服务中心、镇/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社

区级养老服务中心等三层级。本规划以中心城区外围的乡镇

为主，重点关注养老机构规划布局，并对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布局作出统筹安排。规划采取“近细远粗”的方法，对近期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进行重点具体安排，远期做合理预留。

六、对象界定

老年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标

准，年满 60周岁及其以上的人称为老年人。

养老机构：根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66

号），本规划所指的养老机构是指依法办理登记，为老年人

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床位数在 10 张以上的

机构，不包含家庭养老床位和没有依法办理登记的房地产性

质的养老床位。

养老设施：为城乡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

化娱乐、学习教育等方面综合或专项服务的公共服务设施。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为城乡老年人提供住宿、生活照料、

膳食、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心理支持、临终关怀等综合

服务的全托型养老设施，包括养老院、老人院、福利院、敬

老院、老年公寓（公共服务属性）及老年养护院等。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城乡社区、乡镇中心的老年人提

供餐饮服务、个人护理、保健康复、娱乐等功能的日托及上

门照护服务型养老设施，包括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小

型养老院、互助幸福院、养老服务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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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划依据

（一）政策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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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规〔2019〕3号）；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4) 《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

发〔2020〕52号）；

(5)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 10月 16日）；

(6)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 7月 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7) 《山西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晋政

办发〔2023〕34号）；

(8) 《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山西省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晋发〔201935号〕）；

(9) 《关于开展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晋

国土空规办〔2022〕8号）；

(10) 《临汾市关于推进全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

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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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二）法规标准

(1)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2)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3)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GB50442-2018）；

(4)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50437-2007）2018

年局部修订稿；

(5)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MZ008—

2001） ；

(6)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GB/T50340－2003）；

(7) 《养老机构设施设备基本配置规范》（DB37/T2720

－2015）；

(8) 《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

(9) 《城乡养老设施建设标准》（DBJ04/T402-2020） ；

(10)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建设标准》（建

标 184-2017）

(11)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43-2010）；

(12) 《城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级划分》（DB

37/T2722—2015）；

(13) 《 农 村 幸 福 院 建 设 与 运 行 规 范 》 （ DB

37/T3094-2018）；

(14) 《 社 区 养 老 设 施 管 理 与 运 行 规 范 》

（DB37/T377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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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450-2018）；

(16)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与运行规范》

（DB37/T4398—2021）；

(17)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602-2021）；

(18)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9) 《山西省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20) 其他有关规范、标准及相关文件。

（三）相关规划

(1)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 《山西省“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

规划》；

(3) 《临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4) 《尧都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 《临汾市养老服务五年规划（2024—2028年）》；

(6) 其他相关规划。

八、数据来源

本次专项规划人口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本次规划所有

基础数据均由尧都区民政局、各乡镇（街道）派出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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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人口分布现状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尧都区全区常住

人口为 959198人，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944050

人相比，十年间增加了 15148人，增长 1.60%，年平均增长

率 0.16%。全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50159人，

占 15.65%，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00695人，占 10.50%。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

重上升了 5.7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4.10

个百分点。

2023年，尧都区全区户籍人口为 945985人，60岁及以

上人口为 158450人，占比 16.75%，与 2020年相比，老龄化

程度日益加深。

总体来看，尧都区老年人口分布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尧都区老年人口区域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存在较

大差异性。根据户籍人口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位列前三

的分别是贾得乡、金殿镇及铁路东街道，老年人口数量均达

到了 1万人以上。后三位分别是汾河街道、魏村镇及一平垣

乡，老年人口分别仅为 874、3016、33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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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3年尧都区各乡镇（街道）60岁以上人口数量图

二是乡镇人口流出、城区人口流入趋势较为明显，较偏

远乡镇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区。老龄化水平位列前三的分

别是县底镇、吴村镇及辛寺街，户籍老年人口占各自乡镇总

人口比重达到了 24％以上，其中，辛寺街更是达到了 40%以

上。这类地区属于典型的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地区出

现的老年乡镇。后三位分别是鼓楼西街、乡贤街办事处及滨

河办事处，属于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入地区，常住老年人口

占各自街道总人口的比重在 1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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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乡镇（街道）60岁以上人口占乡镇总人口比重

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现状概况

截至目前，尧都区“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位一

体、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初步成型。尧都区共有机构养

老设施 17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11家（其中 6家正在改建），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含日间照料中心）194家。核定床位数

共 2889 张，每万名老人养老机构床位数为 185 张。其中护

理型床位 668张，占总床位的 22.78%，养老床位数呈现结构

性短缺，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一）机构养老设施概况

本规划中，机构养老设施是指区（街道、镇）级别的养

老服务机构。全区共有 18 家养老服务机构。其中，护理型

床位共 497张，占总床位数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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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4年尧都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明细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建筑规

模（m）

床位总数(张）

入住老人数

工作人员数
机构性质

公办，民

办、公建

民

营 )

是否取

得法人

登记

机构地址
( 人 )

其中，护

理型床

位数

其中，五

保老人

数

总数

其中护

理人员

数

取得资

格证人

1 上阳敬老院 1409.12 66 40 56 49 15 8 6 公建民营 是 尧都区大阳镇上阳村

2 老年医养中心 4472 149 80 28 0 13 13 11 民办 是 尧都区育红路 9号

3 双河公园养老中心 2442.6 110 10 42 0 10 6 2 民办 是
尧都区屯里镇东张堡

村

4 临汾市正元养老院 17813.7 260 150 165 0 73 36 16 民办 是 尧庙镇正元大道 9号

5 尧都区众鑫养老院 12169 300 65 135 0 29 18 8 民办 是
尧都区尧庙陵园大道 3

号

6 益康养老院 500 32 2 15 0 4 4 3 民办 是 乔李镇南侯村

7 广泽苑老年公寓 1494.36 70 4 56 0 15 16 9 民办 是
乔李108国道涝河桥路

西

8 康乐福养老中心 8647.4 123 0 22 1 6 8 4 民办 是 尧都区段店乡南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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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尧都区惠民养老院 2754 100 0 37 1 9 7 2 民办 是
尧都区刘村镇青城村

卫青路 28号

10
鸿都龙庭养老服务

中心
2000 56 2 28 2 10 5 5 民办 是 尧都区刘村镇高堆村

11 鸿福养老院 1380 45 7 17 0 5 4 4 民办 是
108国道贾得靳家庄十

字路口

12 夕阳红公寓 3120 100 66 73 0 17 9 4 民办 是
尧都区秦蜀路七中巷

对面

13 红福轩养老院 2990 90 5 56 1 12 6 3 民办 是
尧都区刘村镇孔家庄

村

14 尧庙养老院 2017.66 82 10 68 1 12 10 7 民办 是 尧庙第正庄村口

15 海铭园养老院 1800 56 16 36 0 36 4 4 民办 是
土门镇土门村金疙窝 3

号

16 颐寿福养老院 2376.5 60 30 9 0 9 2 2 民办 是
屯里镇西芦村新庄东

西街 1号

17 尧都区快乐家园老

年公寓
4100 56 10 0 0 5 1 1 民办 是 尧都区段店乡西邓村

1755 497 864 55 280 157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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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养老设施概况

本规划中，社区养老设施是指社区级别的养老服务机构，

尧都区内多体现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全区共有 11家社区

养老设施，其中 6家正在改建。11家社区养老院中，护理型

床位共 125张，占总床位数 79.11%。

表 2 尧都区社区养老设施表

序号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

名称
地址

总床位数

量

护理型床位

数量

1 锦同里养老服务中心 尧乡小区院内 6 3

2 金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育 红 路 9 号 （ 二 中 路

北口）
40 30

3 复兴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尧都区五一西路 F 区 5号

楼 3号
40 20

4 铁桥社区养老中心 20 20

5 盘龙社区养老中心 52 52

6
尧庙镇新百汇社区便民

养老服务中心
恒大华府 3号楼商铺二楼

7 龙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莲花池六巷 3 号原特殊教

育学校北教学楼一层东侧

8
乡贤街办事处养老服务

中心

9
尧庙镇郭村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

10
南街办事处太茅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

11
辛寺街办事处华州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

15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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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养老设施概况

本规划中，农村养老设施是指农村（或城中村）区域的

养老机构，尧都区内多体现为农村区域养老中心、农村日间

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全区共有 192家农村养老设施。

其中，大阳镇 17 家，段店乡 14 家，贾得乡 19 家，金殿镇

26家，乔李镇 9家，土门镇 13家，屯里镇 4家，魏村镇 19

家，吴村镇 12家，县底镇 25家，尧庙镇 3家，一平垣乡 10

家，枕头乡 22 家，刘村镇 11家。护理型床位共 10 张，占

总床位数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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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尧都区居家养老设施表

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1

大阳镇

坡子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坡子村 3 0

2 北遆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北遆村 3 0

3 乔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乔村 2 0

4 岳壁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岳壁村 2 0

5 上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上村 2 0

6 垅洰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垅洰村 4 0

7 官雀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官雀村 2 0

8 尧贤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尧贤村 2 0

9 上阳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上阳村 4 0

10 大堡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大堡村 2 0

11 内鼻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内鼻村 2 0

12 东河堤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东河堤村 3 0

13 王雅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王雅村 4 0

14 西河堤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西河堤村 2 0

15 陈埝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陈埝村 4 0

16 大阳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大阳村 4 0

17 三和村日间照料中心 大阳镇三和村 2 0

18

段店乡

西段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西段村北大街+1号 5 0

19 三合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三合村东邓组 5 0

20 口子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口子村中心街 65号 5 0

21 孙乔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孙乔村北大街党群服

务中心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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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22 东张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东张村南北大街 67

号
5 0

23 里仁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里仁村乡村路 47号 6 0

24 赵下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赵下村田间路东 5 0

25 北王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北王村中心街 51号 5 0

26 东王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东王村村北路三巷 5 0

27 闫马庄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闫马庄村村委会 5 0

28 西堡头村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西堡头村北门街 28

号
6 0

29 北练李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北练李村党支部 6 0

30 西张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西张村村卫生所院内 5 0

31 南练李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南练李村党支部 5 0

32

贾得乡

大苏村日间料理中心 大苏村 3 0

33 大王村日间料理中心 大王村 5 0

34 东亢村日间料理中心 东亢村 5 0

35 桃园村日间料理中心 桃园村 5 0

36 西亢村日间料理中心 西亢村 5 0

37 小苏村日间料理中心 小苏村 5 0

38 杨村日间料理中心 杨村 5 0

39 柏壁村日间料理中心 柏璧村 5 0

40 南孙村日间料理中心 南孙村 6 0

41 秦庄村日间料理中心 秦庄村 5 0

42 刁家庄日间料理中心 刁家庄村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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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43 封侯村日间料理中心 封侯村 5 0

44 南席村日间料理中心 南席村 5 0

45 北席村日间料理中心 北席村 5 0

46 贾升村日间料理中心 贾升村 5 0

47 贾住日间料理中心 贾住村 4 0

48 鹅舍村日间料理中心 鹅舍村 5 0

49 五福村日间料理中心 五福村 5 0

50 贾得村日间料理中心 贾得村 6 0

51

金殿镇

北杜日间照料中心 村北路 43号 2 0

52 东靳北日间照料中心 学府 2 0

53 东靳南日间照料中心 十字广场 2 0

54 姑射日间照料中心 南北路 6 0

55 官磑日间照料中心 中和路 4号 4 0

56 河北日间照料中心 中心路 2号 4 0

67 河南日间照料中心 环镇路 25号 4 0

58 贾册日间照料中心 育英街 4号 6 0

59 界峪日间照料中心 广场 6 0

60 晋掌日间照料中心 晋掌村村西 2 0

61 兰村日间照料中心 东岳东路 37号 3 0

62 龙祠日间照料中心
原 309 国道龙祠段 9

号
6 0

63 录井日间照料中心 村舞台 4 0

64 三景日间照料中心 环镇路丁字路口 2 0



19

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65 朔村日间照料中心 朔村村委会 4 0

66 苏村日间照料中心 新开北路 1号 10 0

67 坛地日间照料中心 三八路坛地学校西侧 2 0

68 王庄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会院内 4 0

69 西杜日间照料中心 渠西路 2 0

70 西麻册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会院内 4 0

71 西宜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会院内 4 0

72 席坊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会院内 4 0

73 小榆东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会院内 3 0

74 小榆西日间照料中心
309 国道小榆西段南

6段 1号
6 0

75 峪口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会院内 12 0

76 峪里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会院内 3 0

77

乔李镇

乔李镇尧乡园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村委会 6 0

78 乔李镇北麻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村委会 3 0

79
乔李镇南麻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南麻村 3 0

80 乔李镇北高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村委会 5 0

81
乔李镇南羊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学校 5 0

82 乔李镇王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
村委会 5 0

83 乔李镇北候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村委会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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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84 乔李镇南候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村委会 6 0

85
乔李镇乔李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乔李村 2 0

86

土门镇

土门村 土门村村委会大院 5 0

87 东涧北村 东涧北村 5 0

88 西涧北村 西涧北村委会一层 5 0

89 沟亢村
土门镇沟亢村东大街

24号
5 0

90 柴里村 柴里村 5 0

91 东羊村
土门镇东羊村中心街

41号
8 0

92 李仵村 李仵村 5 0

93 坟上村 坟上村委会 5 0

94 鸦儿沟村 鸦儿沟村 5 0

95 王汾村 王汾村李家庄组 5 0

96 西头村 西头村 5 0

97 南庄村 南庄村店上学校 5 0

98 太山坡村 太山坡村 5 0

99

屯里镇

沟上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屯里镇沟上村村委会 3 0

100 东芦梁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屯里镇东芦梁村东芦

中心街
4 0

101 韩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屯里镇韩村小学对面 6 0

102 西芦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屯里镇西芦村中心大

路
4 0

103 魏村镇 魏村日间照料中心 魏村正阳街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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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104 和村日间照料中心 和村村委会院内 5 0

105 羊舍村日间照料中心 羊舍村村委会院内 6 0

106 西郭村日间照料中心 西郭村村委会院内 5 0

107 车辐村日间照料中心 车辐村村委会院内 5 0

108 天寿村日间照料中心 天寿村村委会旁边 5 0

109 山底村日间照料中心 山底村村委会院内 5 0

110 孙曲村日间照料中心 孙曲村 5 0

111 王曲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王曲村 6 0

112 南太涧村日间照料中心 南太涧 5 0

113 北太涧村日间照料中心 北太涧 5 0

114 吴南村日间照料中心 吴南村 8 0

115 吴北村日间照料中心 吴北村 6 0

116 邰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邰村 5 0

117 徐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徐村 4 0

118 洪堡村日间照料中心 洪堡村 10 0

119 屯里村日间照料中心 屯里村 5 0

120 太明村日间照料中心 太明村 6 0

121 东郭村日间照料中心 东郭村 10 0

122

县底镇

城隍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城隍村 6 0

123 上官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上官村 4 0

124 埝下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埝下村 4 0

125 贺家庄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贺家庄村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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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126 东杜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东杜村 4 0

127 新靳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新靳村 5 0

128 庞杜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庞杜村 4 0

129 河里庄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河里庄村 5 0

130 黄寺头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黄寺头村 4 0

131 涧头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涧头村 4 0

132 赵村河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赵村河村 6 0

133 县底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县底村 4 0

134 东里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东里村 5 0

135 贾墙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贾墙村 4 0

136 口子里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口子里村 4 0

137 翟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翟村 4 0

138 漫天岭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漫天岭村 4 0

139 酸枣凹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酸枣凹村 4 0

140 朱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朱村 3 0

141 南乔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南乔村 6 0

142 席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席村 5 0

143 王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王村 3 0

144 侯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侯村 4 0

145 苏寨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苏寨村 7 0

146 许村村日间照料中心 县底镇许村 8 0

147 尧庙镇 幸福汇养老服务中心
迎春南街乡贤街派出

所对面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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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148 尧庙镇下靳村日间照料中心
下靳村中大街舞台院

内
4 0

149 尧庙镇伊村日间照料中心 伊村村委会院内 15 0

150

一 平 垣

乡

一平垣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一平垣村委会院内 10 0

151 核桃凹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核桃凹村委会院内 5 0

152 赤河村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赤河村 8 0

153 虎头山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虎头山村委会院内 5 0

154 岭上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岭上村委会院内 5 0

155 辛店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辛店村委会院内 5 0

156 闫马河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闫马河村 5 0

157 杨家坡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杨家坡村委会院内 5 0

158 罗家圪垛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
罗家圪垛村 5 0

159 房家凹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房家凹村委会院内 5 0

160

枕头乡

枕头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枕头村 21 0

161 桑岔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桑岔村 6 0

162 圪垛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圪垛村 6 0

163 垣上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垣上村 6 0

164 王斗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王斗村 6 0

165 后掌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后掌村 6 0

166 豁口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豁口村 6 0

167 仪上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仪上村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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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168 院头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院头村 6 0

169 红道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红道村 6 0

170 西道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西道村 6 0

171 米居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米居村 6 0

172 安沟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安沟村 6 0

173 岭上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岭上村 6 0

174 河底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河底村 2 0

175 苍圪台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苍圪台村 6 0

176 三交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三交村 6 0

177 靳家川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靳家川村 6 0

178 东安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东安村 6 0

179 拾亩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拾亩村 6 0

180 张马庄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张马庄村 6 0

181 交口村日间照料中心 枕头乡交口村 6 0

182

刘村镇

刘西村日间照料中心 刘西村主街 7号 5 0

183 北刘村日间照料中心 北刘村村委会大院 5 0

184 北芦村日间照料中心 北芦村村委路 19号 3 0

185 杨家庄日间照料中心 刘村镇杨家庄村 5 0

186 刘北村日间照料中心 刘北村育才路 39号 5 0

187 卧口村日间照料中心 南卧村金沟路 4号 4 0

188 青城村日间照料中心 青城村卫青路 13号 3 0

189 窝沟村日间照料中心 窝沟村 5 0



25

序号 乡镇 现有养老机构（站点）名称 地址
总床位

数量

护理型床

位数量

190 刘南村日间照料中心 村委街 11号 5 0

191 南段村日间照料中心 南段村迎宾路 1号 5 0

192 北段村日间照料中心 南段村迎宾路 1号 5 0

小计 950 10

三、养老服务设施现状存在问题

目前，尧都区养老服务设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养老设施配置水平有待提升。大多数养老设施配置

普遍以日间生活照料、膳食供应等基本服务为主，文化娱乐、

康复训练等功能需提升；部分设施建筑面积较小，难以承载

高品质、多样化的设施配套需要。农村地区以日间照料中心

为主，多数由村级管理运营，设施配置水平普遍不高，对老

年人的吸引和服务保障能力不足。

二是护理专业人才比较缺乏。全区养老服务专业人员较

为不足，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比较有限，难以满足

养老照护服务需求。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的人群，年龄整体

偏大、学历偏低，缺乏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老年营养师、适

老化改造师等专业技能人才。此外，养老照护服务、运营管

理、专业服务等各类涉老行业人才，均需要大力开发和培育。

整体而言，尧都区部分机构养老设施存在床均建设标准

偏低、空间较为局促、缺乏足够的活动空间及护理专业人才

比较缺乏等问题，难以满足基本养老服务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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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决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快推进尧都区养老服务业建设，优

化尧都区养老设施布局，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

求为目标，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

制度保障相结合，全面建成以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照料为

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各类为老服务组织协调发展、功能

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使养老服务业

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为

尧都区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规划原则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引领作用、政策引导作用，优化养老

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加强养老机构用地要素保障，鼓励和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兴办养老机构，满足多层次、多

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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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眼长远，科学前瞻

坚持规划统筹、统筹规划，加快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相结合，以空间资源协调配

置为重点，明确近远期发展目标；适度超前、着眼长远。

（三）以人为本、量质同升

以服务老年人为核心，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导向，按

照“全面照顾，重点关怀”的理念，强化医养结合，大力发

展面向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对象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和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加快完善城市养老环境建设，提高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积极健康生活，安享晚年。

（四）因地制宜，盘活存量

充分发掘现有设施的潜力，鼓励利用社会其他闲置设施

及存量土地，整合城区、各镇街现有空闲的办公、学校、厂

房、社区用房等社会资源，经安全质量评估合格后可进行改

造和利用，通过迁建、扩建、撤并、置换、租赁等多种形式

手段，因地制宜、盘活存量，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五）需求导向，以老为本

以老年人的选择和需求为着眼点，根据现状尧都区养老

服务设施的布局特点，结合社区生活圈和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进行规划选点，尽可能均衡布局规划养老服务设施，为老年

人提供更为便利的养老服务，努力实现养老服务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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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平弹性，统筹协调

坚持基本与普惠双向并举，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作用，推动基本养老服务惠及全区老年人，重点保障高龄、

失能、失智、独居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统筹协调各类型养老服务发展，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

推动城乡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三、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均衡化、优质化发展的基础上，充分

考虑老年人空间分布，构建布局均衡、适应需求、服务便利

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体系，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及，促进各类

养老机构相互协调。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养老为

主体、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水平达到省内一

流水平，打造“老有颐养”民生幸福尧都区和优质乐龄生活

圈。

（二）具体目标

近中期目标：到 2025 年，养老服务供给有效扩大，养

老产品供应日益丰富，基本建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 20

张以上，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的 40%以上；到 2030 年，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 25 张以上，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

的 50%以上。养老设施基本覆盖城乡社区、行政村，尧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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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远期目标：到 2035 年，全面形成与尧都区人口老龄化

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 30 张以上，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

的 60%以上；居家养老设施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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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人口规模预测

本规划采用趋势法对未来人口进行预测：根据过去人口

数量的统计数据，可推算出一条人口发展函数曲线，并假设

今后人口的变化趋势仍按同样的函数曲线发展，即可估算未

来人口的数量。

本次人口预测采用集合发展函数推算法，计算公式为

Pt=P0（1+K）t，K是年平均增长率，根据 2020年人口数据

与 2023年人口数据进行预测。2020年全区 60岁及以上人口

为 149615人，2023 年全区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69258人，

与 2020年相比，3年间增加了 19643人，老龄化程度日益加

深。全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81％，结合各街

道（乡镇）三年间老年人口年均增量及年均增长率测算 2025

年、2035年常住老年人口预测数据。

经预测，2025年全区 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 182032人，

2030年将达到 220548人，2035年将达到 2707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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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预测值一览表

乡镇

2020年
60岁以

上人口

2023年
60岁以上

人口

3年年均

增长人数

3年年均

增长率

2025年
老年人

口预测

2030年老

年人口预

测

2035年
老年人

口预测

1 滨河街道 3990 5130 380 8.74% 6066 9221 14018

2 车站街 6694 6616 -26 -0.39% 6565 6438 6313

3 汾河街道 825 874 16 1.94% 908 1000 1101

4 解放路街道 10424 10077 -116 -1.12% 9852 9312 8801

5 南街街道 6021 5954 -22 -0.37% 5910 5801 5693

6 水塔街街道 5159 4867 -97 -1.92% 4682 4248 3855

7 铁路东街道 15809 18616 936 5.60% 20759 27259 35794

8 鼓楼西街 2574 3649 358 4.19% 3961 4864 5973

9 乡贤街 6194 6902 236 3.67% 7418 8885 10641

10 辛寺街 9615 10820 402 4.01% 11706 14252 17352

11 大阳镇 5636 5705 23 0.41% 5751 5869 5990

12 段店乡 6510 7317 269 3.97% 7910 9611 11677

13 贾得乡 9344 10868 508 5.17% 12020 15462 19889

14 金殿镇 11381 12970 530 4.45% 14151 17595 21877

15 乔李镇 3936 4463 176 4.28% 4853 5984 7378

16 土门镇 5627 6347 240 4.10% 6877 8406 10274

17 屯里镇 3404 3818 138 3.90% 4122 4991 6043

18 魏村镇 2711 3016 102 3.62% 3238 3868 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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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2020年
60岁以

上人口

2023年
60岁以上

人口

3年年均

增长人数

3年年均

增长率

2025年
老年人

口预测

2030年老

年人口预

测

2035年
老年人

口预测

19 吴村镇 5529 6180 217 3.78% 6656 8013 9646

20 县底镇 7706 10542 945 7.01% 12072 16940 23771

21 尧庙镇 4834 4964 43 0.89% 5053 5281 5520

22 一平垣乡 2935 3308 124 4.07% 3583 4373 5338

23 枕头乡 3317 5447 710 5.75% 6091 8056 10654

24 刘村镇 9440 10808 456 4.61% 11828 14821 18571

小计 149615 169258 6548 182032 220548 270789

二、养老床位规模预测

至 2025年，尧都区户籍老年人口预测将达到 18.20万人，

养老床位数按照户籍老年人口总量的 20‰以上配置，规划养

老床位数不低于 3641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不小于 40%。

至 2030年，尧都区户籍老年人口预测将达 22.05万人，养老

床位数按照户籍老年人口总量的 25‰以上配置，规划养老床

位数不低于 5514 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不小于 50%。

至 2035年，尧都区户籍老年人口预测将达 27.08万人，养老

床位数按照户籍老年人口总量的 30‰以上配置，规划养老床

位数不低于 8124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不小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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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床位数预测一览表

序号 乡镇
2023年
床位数

2023年护

理型床位数

2025年预

测床位数

2030年预

测床位数

2035年预

测床位数

1 滨河街道 44 20 121 231 421

2 车站街街道 0 0 131 161 189

3 汾河办 68 68 18 25 33

4 解放路 0 0 197 233 264

5 南街 106 67 118 145 171

6 水塔街街道 0 0 94 106 116

7 铁路东 81 61 415 681 1074

8 乡贤街街道 10 10 148 222 319

9 辛寺街 0 0 234 356 521

10 鼓楼西街 40 20 79 122 179

11 大阳镇 47 0 115 147 180

12 段店乡 73 0 158 240 350

13 贾得乡 134 7 240 387 597

14 金殿镇 111 0 283 440 656

15 乔李镇 39 0 97 150 221

16 土门镇 68 0 138 210 308

17 屯里镇 117 30 82 125 181

18 魏村镇 36 0 65 97 139

19 吴村镇 75 0 133 200 289

20 县底镇 120 0 241 423 713

21 尧庙镇 19 0 101 13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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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2023年
床位数

2023年护

理型床位数

2025年预

测床位数

2030年预

测床位数

2035年预

测床位数

22 一平垣乡 58 0 72 109 160

23 枕头乡 143 0 122 201 320

24 刘村镇 298 5 237 371 557

小计 1687 288 3641 5514 8124

三、养老设施配置体系

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和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等相关设计标准的要求，结合

尧都区自身特点，依托和整合现有资源，分区分级建设，完

善养老服务设施。因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为中心城区以外的 10

镇 4乡，故对中心城区 10街道不做规划。

规划构建以农村区域养老中心为支撑、日间照料中心为

基础的乡（镇）、村两级养老服务体系。其中，农村区域养

老中心在乡镇中心配置，一个乡镇原则上配置 1处。日间照

料中心以行政村为单元进行配置，以助老食堂、居家养老服

务站等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设施。

四、规划布局配套标准

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和自

然资源部发布的《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规定，科学布

局养老院、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本次规划对于尧都区

养老设施的具体配建标准，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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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配建标准一览表

体系 类别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单处一般规

模（㎡）

千 人 指 标

（㎡/千人）

服 务

半 径

（m）

服 务

覆 盖

率

配 置

要求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机构养老

服务设施

养老院

对自理、介助

和介护老年人

给 予 生 活 起

居、餐饮服务、

医疗保健、文

化娱乐等综合

服务

7000~17500

3500~22000

（用地面积）

一般规模宜

为 200~500

床，宜独立占

地

- - - -

老年养护

院

对介助和介护

老年人给予生

活护理、餐饮

服务、医疗保

健、康复娱乐、

心理疏导、临

终关怀等服务

3500~17500

1750~20000

（用地面积）

一般中型规

模为 100~500

床，宜独立占

地

- - - -

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

老年人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

健康管理、医

疗护理、文教

体娱、紧急援

助等

1000，可综合

设置

- 1000 - -

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

设施

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

心

老年人日托服

务，包括餐饮、

文娱、健身、

医疗保健等

350~1750，可

综合设置
- 300 - -

社区食堂

为社区居民尤

其是老年人提

供膳食加工配

制、外送及集

中用餐等

200~450，可

综合设置
- 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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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类别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单处一般规

模（㎡）

千 人 指 标

（㎡/千人）

服 务

半 径

（m）

服 务

覆 盖

率

配 置

要求

乡镇养老

院

对自理、介助

和介护老年人

给 予 生 活 起

居、餐饮服务、

医疗保健、文

化娱乐等综合

服务

3500~22000

（用地面积）

一般规模宜

为 200~500

床，宜独立占

地

- - - -

老年活动

室

老年人交流、

文娱活动等

200，宜综合

设置
- - -

各乡 /

集 镇

至 少

设 一

处

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

心

老年人日托服

务，包括餐饮、

文娱、健身、

医疗保健等

300，宜综合

设置
-

500--

1000

- -

（一）床位规模

1.强制性面积指标

《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规定：养老

机构分为三级：一级≥40㎡/床、二级≥30㎡/床、三级≥25

㎡/床。

结合该标准，本次规划，区内敬老院床位数床均用地面

积上不宜低于 40m2，建设用地紧张的区域可适度降低用地指

标，宜独立占地；农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床均用地面积上不

宜低于 30m2，建设用地紧张的区域可适度降低用地指标，鼓

励嵌入医疗卫生设施或邻近医疗卫生设施布局。

2.居室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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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单床净面积≥5 ㎡，单人卧室≥8 ㎡，每间最多 4

床（全护理老人≤6床）。

（二）设施细则

卧室标配床、呼叫器、空调（一级）等；

公用厨房需配备灶具、冰柜，医务室需配置消毒设备和

诊疗床；

活动室需配备彩电、音响及呼叫器。

（三）无障碍设施

强制要求：出入口、电梯、居室等区域需设置无障碍设

施，三层以上建筑必须配电梯。

床头需安装紧急呼叫装置，公共浴室需配备坐便器与取

暖设备。

此外，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需符合《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

设计标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规范，满足防灾减灾

抗震设防、防止污染等公共安全的需要，并通过环保、消防、

卫生等审批。

https://www.baidu.com/s?tn=34046034_10_dg&wd=%E3%80%8A%E8%80%81%E5%B9%B4%E4%BA%BA%E7%85%A7%E6%96%99%E8%AE%BE%E6%96%BD%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6%A0%87%E5%87%86%E3%80%8B&usm=2&ie=utf-8&rsv_pq=afe148c103a8fc60&oq=%E5%85%BB%E8%80%81%E9%99%A2%E5%BB%BA%E8%AE%BE%E6%A0%87%E5%87%86&rsv_t=6d0eImDNt0gvAstjaczeLYrRoZZ8+A0EzH1jJPFKPsGETd7giwNkS3oGt0kUXddYKIqw8U4&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34046034_10_dg&wd=%E3%80%8A%E8%80%81%E5%B9%B4%E4%BA%BA%E7%85%A7%E6%96%99%E8%AE%BE%E6%96%BD%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6%A0%87%E5%87%86%E3%80%8B&usm=2&ie=utf-8&rsv_pq=afe148c103a8fc60&oq=%E5%85%BB%E8%80%81%E9%99%A2%E5%BB%BA%E8%AE%BE%E6%A0%87%E5%87%86&rsv_t=6d0eImDNt0gvAstjaczeLYrRoZZ8+A0EzH1jJPFKPsGETd7giwNkS3oGt0kUXddYKIqw8U4&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www.baidu.com/s?tn=34046034_10_dg&wd=%E3%80%8A%E6%97%A0%E9%9A%9C%E7%A2%8D%E7%8E%AF%E5%A2%83%E5%BB%BA%E8%AE%BE%E6%9D%A1%E4%BE%8B%E3%80%8B&usm=2&ie=utf-8&rsv_pq=afe148c103a8fc60&oq=%E5%85%BB%E8%80%81%E9%99%A2%E5%BB%BA%E8%AE%BE%E6%A0%87%E5%87%86&rsv_t=a2fdOx+MrdTQSMI8dWHx6bSu2vkgfv/wTqUZQ6RKRcCxO2xbi4lPCpPguNO7xJHksyzeZJo&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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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局策略

（一）按需布局，适度超前

老年人口基数、老年人口基本状况及发展趋势，是养老

服务设施布点的基本依据，以万名老人床位及密度分区为核

心依据，按照“机构跟着老人走”的总体要求，具有适度超

前性，尽快确定配建标准和要求，借助城市化推进契机以及

城中村改造建设，在新区和老区进行科学布局，保障养老机

构进入主城区、进入老年人集中居住区，努力实现养老服务

触手可及。

（二）分区指导，适度统筹

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的愿望，同时便于家属探望和照护。

尽量在保留原址上扩建、改建，以保留原有的社区环境和配

套。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利用自有用地或闲置设施建设养老

设施，如旧的政府行政用房、校舍、厂房等置换、租赁，发

展中小型的养老机构，如现有机构与土地利用规划、空间规

划发展思路有冲突矛盾需要取消，则需要根据养老服务需求

进行用地的预留，在此之前可作为养老设施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结合城中村项目改造，在征迁地块上根据需要进

行配置。充实完善新区的机构养老设施，按相关规定配置并

预留机构用地，在充分满足本地养老需求的前提下，可承担

全区统筹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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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圈合一，方便服务

应遵从“四圈合一”的原则，原则上在距离居住圈、医

疗圈、休闲圈、交通圈都较便捷的地方。机构养老主要职能

是为老人提供长期的全面生活照料等，其设置主要考虑与周

边功能圈的衔接，充分考虑老年人就医、出行、环境、心理

等方面因素，满足其就近养老、方便就医、交通便捷、环境

宜居等需求。充分考虑公共交通、日照、环境、安全等因素，

并宜与社区邻里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校、幼儿园、

医院相邻布局。

（四）灵活控制，便于落地

在下阶段实施建设时，应结合城乡空间拓展实际情况，

采取“近细远粗”的方法，对近期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进行重

点具体安排，远期做合理预留。规划近期中心建设的养老机

构，采取实位控制，纳入尧都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理，外

围乡镇采取虚位控制，其规模及设施要求原则上不得更改，

近期配建及远期规划养老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设施采取点

位控制，位置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

经自然资源局、民政局等主管部门同意，在下一层级国土空

间规划及控规实施过程中进行具体落实。

二、选址原则

区位：养老机构布局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有关

要求，并优先设置在老年人较为集聚、养老需求较为集中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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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便子女探望，适应老年人出行需求，尽量选址

在公共交通方便可达的地段；避开邻近对外交通、快速干道

及交通量大的交叉口路段。

环境：应尽可能选择在阳光充足、绿化条件较好、空气

清新等环境优良的地段，并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

产和储运基地。

设施：市政条件便利，考虑医养结合，综合设置或尽可

能邻近医疗卫生设施设置，以便就近得到医疗服务。

三、规划建设方式

养老机构的建设方式包括现状保留、新建、改建、扩容、

拆除五种。

（一）现状保留

对于满足消防和许可要求，运营完善、配备设施相对齐

全的现有养老机构，予以保留完善。对现状民房租赁、厂房

等改建等现状民办养老机构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可进行保留，

未来如与空间规划发展思路有冲突矛盾或不满足政策允许，

则需根据本规划要求进行布点。

（二）新建

新建类养老机构规模应合理适度，符合规划控制要求，

符合选址原则，邻近养老需求较为集中地区，远离污染，交

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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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建

改建类养老机构指老城区在用地紧缺情况下，可利用现

有工业厂房、宾馆、酒店、企事业单位闲置用房、社区闲置

用房、闲置学校、住宅房屋等，按照相关规范标准改造为养

老机构。有相对独立的出入口，满足老年人安静、安全等要

求。

（四）扩容

扩建类养老机构包括现有用地扩建和现有建筑提升改

造两种形式。现有用地扩建，是对现有养老机构周边用地进

行梳理整合，有条件扩建的机构，划定扩建范围，提出床位

扩容需求。现有建筑提升改造，是对于周边用地无条件扩建，

但养老条件急需改善提升的机构，扩大建筑面积、增加床位

数。

（五）拆除

对于现状不能满足消防安全、房屋质量安全要求，且无

法改造升级的养老机构，应予以拆除。

四、总体布局

（一）车站街街道

车站街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车站街街道老年人口 6565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31张。车站街街道现无养老设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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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 131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车站街街道老年人口 6438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61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161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车站街街道老年人口 6313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90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190

张养老床位。

（二）水塔街道

水塔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水塔街道老年人口 4682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94张。水塔街道现有 1家社区养老机构（正

在改建），缺口 94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水塔街道老年人口 4248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06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106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水塔街道老年人口 3855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16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116

张养老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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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汾河街道

汾河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 年，预测汾河街道老年人口 908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8张。汾河街道现有 1家社区养老设施，3

家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68张养老床位，其中护理型床位 68

张，养老床位不存在缺口。

至 2030年，预测汾河街道老年人口 1000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25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养老床位不

存在缺口。

至 2035年，预测汾河街道老年人口 1101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33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养老床位不

存在缺口。

（四）铁路东街道

铁路东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铁路东街道老年人口 20759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415张。铁路东街道现有 1家机构养老设

施，2家社区养老机构，共计 209张养老床位，其中护理型

床位 130张，缺口 206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铁路东街道老年人口 27259人，按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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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681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472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铁路东街道老年人口 35794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074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865

张养老床位。

（五）解放路街道

解放路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解放路街道老年人口 9852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97张。解放路街道目前没有养老设施，

没有养老床位，缺口 197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解放路街道老年人口 9312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233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233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解放路街道老年人口 8801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264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264

张养老床位。

（六）南街街道

南街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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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年，预测南街街道老年人口 5910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18张。南街街道现有 1家机构养老设施，

2家社区养老机构（其中 1家正在改建），共计 106张养老

床位，缺口 12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南街街道老年人口 5801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45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39张

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南街街道老年人口 5693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71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65张

养老床位。

（七）鼓楼西街街道

鼓楼西街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鼓楼西街街道老年人口 3961人，按每

1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

内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79 张。鼓楼西街街道现有 1 家社区养

老设施，共计 40张养老床位，其中护理型床位 20张，缺口

39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鼓楼西街街道老年人口 4864人，按每

1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 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

内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22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82张养老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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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5年，预测鼓楼西街街道老年人口 5973人，按每

1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

内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79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139张养老床位。

（八）乡贤街街道

乡贤街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乡贤街街道老年人口 7418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48张。乡贤街街道现有 1家居家养老设

施（日间照料中心），1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正在改建），

共计 10张养老床位，缺口 138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乡贤街街道老年人口 8885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222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212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乡贤街街道老年人口 10641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319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309

张养老床位。

（九）辛寺街街道

辛寺街街道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辛寺街街道老年人口 11706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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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234张。辛寺街街道现有 1家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正在改建），尚无养老床位，故缺口 234张养老床

位。

至 2030年，预测辛寺街街道老年人口 14252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356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356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辛寺街街道老年人口 17352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521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521

张养老床位。

（十）大阳镇

大阳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大阳镇老年人口 5751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15张。大阳镇现有 1家机构养老中心，17家

农村养老设施（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113张养老床位，缺

口 2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大阳镇老年人口 5869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47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34张养

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大阳镇老年人口 5990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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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养老床位 180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67张养

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规划至 2030 年，扩容 1 家日间照料中心，升级为农村

区域养老中心，设床位数 80 张，兼顾周边乡镇养老需求；

规划至 2035年，床位数适当增加，满足 2035年养老床位缺

口。

（十一）金殿镇

1、金殿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 年，预测金殿镇老年人口 14151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283张。金殿镇现有 26家农村养老设施（日

间照料中心），共计 111张养老床位，缺口 172张养老床位。

至 2030 年，预测金殿镇老年人口 17595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440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329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 年，预测金殿镇老年人口 21877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656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545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新建 1 家尧都区敬老院，设 468

张床位，满足 2030 年养老床位缺口。扩建一家农村区域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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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心，设床位数 100 张。至 2035 年，扩容 2 家日间照料

中心，升级为农村区域养老中心，各设床位数 100张，基本

满足 2035年养老床位缺口。

（十二）乔李镇

1、乔李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乔李镇老年人口 4853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97张。乔李镇现有 2家机构养老设施，9家农

村养老设施（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141张养老床位，不存

在缺口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乔李镇老年人口 5984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50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9 张养

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乔李镇老年人口 7378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221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80张养

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本次规划至 2035 年，新建 1 家农村区域养老中心，设

床位数 80张，基本满足 2035年养老床位缺口。

（十三）屯里镇

1、屯里镇规模需求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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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年，预测屯里镇常住老年人口 4122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82张。屯里镇现有 2家机构养老设施，4

家农村养老设施（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187张养老床位，

其中护理型床位 40张，不存在缺口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屯里镇常住老年人口 4991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25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不存在

缺口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屯里镇常住老年人口 6043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81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不存在

缺口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虽然屯里镇养老床位不存在缺口，考虑到日间照料中心

设施较为简单，故增加一个农村区域养老中心，设床位数 100

张，以满足高标准建设需求，并兼顾周边乡镇养老床位缺口。

（十四）魏村镇

1、魏村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魏村镇常住老年人口 3238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65张。魏村镇现有 7家农村养老设施（日

间照料中心），共计 36张养老床位，缺口 29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魏村镇常住老年人口 3868人，按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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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97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61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魏村镇常住老年人口 4620人，按每 1

万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

需要配套养老床位 139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103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考虑魏村镇与吴村镇、土门镇相邻，且用地指标较为紧

张，故近期内不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由临近乡镇补足缺口。

（十五）吴村镇

1、吴村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吴村镇老年人口 6656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33 张。吴村镇现有 12 家农村养老设施（日

间照料中心），共计 75张养老床位，缺口 58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吴村镇老年人口 8013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200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125 张

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吴村镇老年人口 9646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289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214 张

养老床位。



52

2、本次规划情况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扩建 1 家日间照料中心，升级为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暂设床位 100 张，基本满足 2030 年养

老床位缺口。至 2035 年，再次扩建 1 家日间照料中心，升

级为农村区域养老中心，床位数设 100张。

（十六）县底镇

1、县底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 年，预测县底镇老年人口 12072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241张。县底镇现有 25家农村养老设施（日

间照料中心），共计 120张养老床位，缺口 121张养老床位。

至 2030 年，预测县底镇老年人口 16940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423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303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 年，预测县底镇老年人口 23771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713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593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扩建 1 家日间照料中心，升级为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各设床位数 300 张，基本满足 2030 年

养老床位缺口。至 2035 年，新建 1 家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设床位数 100 张，扩建 2 家日间照料中心，各设床位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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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十七）尧庙镇

1、尧庙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尧庙镇老年人口 5053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01张。尧庙镇现有 3家机构养老设施，1家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正在改建），2家农村养老设施（日间

照料中心），共计 661张养老床位，其中护理型床位数 225

张，不存在缺口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尧庙镇老年人口 5281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32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不存在缺口

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尧庙镇老年人口 5520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66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不存在缺口

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尧庙镇养老床位不存在缺口，但考虑到老年人口呈现逐

渐往中心镇、中心城区聚集趋势，故扩建 1家农村区域养老

中心，设床位数 390张，以满足附近区域养老缺口。

（十八）刘村镇

1、刘村镇规模需求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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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 年，预测刘村镇老年人口 11828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237张。刘村镇现有 3家机构养老设施，11

家农村养老设施（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296张养老床位，

其中护理型床位数 7张，无缺口养老床位。

至 2030 年，预测刘村镇老年人口 14821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371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75张

养老床位。

至 2035 年，预测刘村镇老年人口 18571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557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261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因用地较为紧张，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扩建 1 家日间

照料中心，升级为农村区域养老中心，增设床位数 40 张，

以基本满足 2030年养老床位缺口。至 2035年，扩建 4家日

间照料中心，各设床位数 50张。

（十九）土门镇

1、土门镇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土门镇老年人口 6877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38张。土门镇现有 1家机构养老设施，13家

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124张养老床位，缺口 14张养老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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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0年，预测土门镇老年人口 8406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210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86张养

老床位。

至 2035 年，预测土门镇老年人口 10274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308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184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考虑到临近乡镇床位缺口，规划至 2030 年，扩建 1 家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设床位数 130张，以兼顾周边乡镇床位

缺口。至 2035年，增设床位数达 200张，满足 2035年养老

床位缺口。

（二十）段店乡

1、段店乡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段店乡老年人口 7910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58张。段店乡现有 2家机构养老设施，14家

农村养老设施（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252张养老床位，其

中护理型床位数 10张，不存在养老床位缺口。

至 2030年，预测段店乡老年人口 9611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240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不存在养老

床位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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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5 年，预测段店乡老年人口 11677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350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98张

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规划至 2035 年，扩建 1 家日间照料中心，升级为农村

区域养老中心，设床位数 100张。

（二十一）贾得乡

1、贾得乡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 年，预测贾得乡老年人口 12020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240张。贾得乡现有 1家机构养老设施，19

家农村养老设施（日间照料中心），共计 139张养老床位，

缺口 101张养老床位。

至 2030 年，预测贾得乡老年人口 15462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387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248

张养老床位。

至 2035 年，预测贾得乡老年人口 19889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597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458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扩建 1 家农村区域养老中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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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数 300张，在满足本乡镇 2030年养老床位缺口的同时，

兼顾周边乡镇床位缺口。至 2035 年，继续扩建 1 家农村区

域养老中心，设床位数 300 张，以满足 2035 年养老床位缺

口。

（二十二）一平垣乡

1、一平垣乡规模需求测算

至 2025年，预测一平垣乡老年人口 3583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72张。一平垣乡现有 10家农村养老设施（日

间照料中心），共计 58张养老床位，缺口 14张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一平垣乡老年人口 4373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09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51张

养老床位。

至 2035年，预测一平垣乡老年人口 5338人，按每 1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160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102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因缺口较小，近期暂不设规划。至 2035 年，将扩建一

个日间照料中心，使床位数增加至 100张。

（二十三）枕头乡

1、枕头乡规模需求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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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年，预测枕头乡老年人口 6091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122 张。枕头乡现有 22 家农村养老设施（日

间照料中心），共计 143张养老床位，无缺口养老床位。

至 2030年，预测枕头乡老年人口 8056人，按每 1万名

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25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要

配套养老床位 201张。相较于 2023年床位数，缺口 58张养

老床位。

至 2035 年，预测枕头乡老年人口 10654 人，按每 1 万

名老年人配建不少于 300张床位指标测算，本规划单元内需

要配套养老床位 320 张。相较于 2023 年床位数，缺口 177

张养老床位。

2、本次规划情况

本次规划至 2035 年，扩建 1 家日间照料中心，升级为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床位数达 2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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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床位数缺口预测一览表

乡镇
2023年
床位数

2023年
护理型

床位数

2025年预

测床位数

2030年预

测床位数

2035年预

测床位数

2025年缺

口床位数

2030年缺

口床位数

2035年缺

口床位数

1 滨河 44 20 121 231 421 77 187 377

2 车站街 0 0 131 161 189 131 161 189

3 汾河街道 68 68 18 25 33 0 0 0

4 解放路 0 0 197 233 264 197 233 264

5 水塔街 0 0 94 106 116 94 106 116

6 铁路东 209 130 415 681 1074 206 472 865

7 南街 106 69 118 145 171 12 39 65

8 鼓楼西街 40 20 79 122 179 39 82 139

9 乡贤街 10 10 148 222 319 138 212 309

10 辛寺街 0 0 234 356 521 234 356 521

11 大阳镇 113 40 115 147 180 2 34 67

12 段店乡 252 10 158 240 350 0 0 98

13 贾得乡 139 7 240 387 597 101 248 458

14 金殿镇 111 0 283 440 656 172 329 545

15 乔李镇 141 6 97 150 221 0 9 80

16 土门镇 124 16 138 210 308 14 86 184

17 屯里镇 187 40 82 125 181 0 0 0

18 魏村镇 36 0 65 97 139 29 61 103

19 吴村镇 75 0 133 200 289 58 125 214

20 县底镇 120 0 241 423 713 121 303 593

21 尧庙镇 661 225 101 132 166 0 0 0

22 一平垣乡 58 0 72 109 160 14 51 102

23 枕头乡 143 0 122 201 320 0 58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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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2023年
床位数

2023年
护理型

床位数

2025年预

测床位数

2030年预

测床位数

2035年预

测床位数

2025年缺

口床位数

2030年缺

口床位数

2035年缺

口床位数

24 刘村镇 296 7 237 371 557 0 75 261

小计 2933 668 3641 5514 8124 1640 3226 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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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尧都区各乡镇养老设施规划

乡镇
2025年缺

口床位数

2030年缺

口床位数

2035年缺

口床位数
规划养老机构类型 数量

规划性质

（新建/扩
容/改建）

规划床

位数

1 大阳镇 2 34 67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80

2 段店乡 0 0 98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00

3 贾得乡 101 248 458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300

农村养老服务站点 1 扩容 200

4 金殿镇 172 329 545
养老院 1 新建 300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2 扩容 200

5 乔李镇 0 9 80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80

6 土门镇 14 86 184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50

7 屯里镇 0 0 0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00

8 魏村镇 29 61 103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00

9 吴村镇 58 125 214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00

10 县底镇 121 303 593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改建 60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新建 300

11 尧庙镇 0 0 0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390

12 一平垣乡 14 51 102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新建 100

13 枕头乡 0 58 177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新建 150

14 刘村镇 0 75 261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40

农村养老服务站点 3 扩容 150

合计 511 1379 2882 25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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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中期建设目标

至 2030 年，基本建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重点推进现有机构养老设施改

建升级、提高设施配套水平和服务质量，确保每万名老人床

位数达到 300张以上，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的 50%以上。

二、近中期建设项目

表 9 近中期尧都区各乡镇养老设施规划

乡镇 规划养老机构类型 数量
规划性质（新建

/扩容/改建）

规划床

位数

1 贾得乡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新建 300

2 金殿镇 尧都区敬老院 1 新建 468

3 金殿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00

4 刘村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40

5 吴村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改建 100

6 县底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60

7 屯里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00

8 土门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130

9 大阳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80

10 尧庙镇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 1 扩容 390

具体现状地形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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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尧都区各乡镇近中期养老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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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部门联动机制

区内上下要进一步确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观念，建

立健全各部门分工协作，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形成统一领

导、密切配合、分工协作、严格监管的联动工作机制，研究

制定养老服务设施相关配套政策、统筹协调规划实施中的相

关问题，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整体推进、落实到位，逐年稳步

推进养老设施建设及养老服务保障目标的实现，积极引导养

老产业的发展壮大。

二、健全财政投入机制

制定政府主导建设的各类养老设施的建设资金统筹政

策；完善社会办养老设施建设经费支持政策；健全为老服务

财政投入机制与增长调整机制。各级政府要将养老设施建设

和服务的资金纳入年度财政计划，保障落实。加大补助力度；

加大对护理型养老机构床位补贴，设立按入住老人划拨的运

营补贴；加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补助力度；

拓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范围，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

三、明确设施建设机制

各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各类养老设施的建设流程和职责

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应参与养老设施立项、规划审批、土地

供应、建设、验收与移交的全过程，加大养老设施规划建设

的行业监管力度。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要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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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养老机构床位需求

及用地需求，国土资源相关部门应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土地

指标，用于养老机构建设。单列养老机构（含老年活动设施）

用地指标，纳入年度用地计划。有关养老机构供地方式、供

地价格、用地登记性质等，按照省有关文件执行。

四、健全规划维护措施

建立动态更新的全区、各街道、各乡镇老年人口和养老

设施现状及规划数据库。根据每五年人口抽样调查和每十年

的人口普查统计，以及老年人口的实际需求和行业发展变化

情况，定期对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动态修订本专项

规划。

五、完善配套扶持政策

有关部门要深化研究投资、融资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挖掘利用闲置资源兴办养老设施，研

究确定各类养老设施为老服务运营扶持政策，提升养老服务

和保障水平。

六、搭建行业管理体系

行业主管部门应健全政府服务职能，搭建养老服务标准

体系与制度框架，研究养老设施使用对象、租赁期限等基础

问题，推动养老服务制度化、健康化和专业化。行业主管部

门应发挥政府组织职能，凝聚养老服务行业各方力量，为养

老服务发展搭建行业管理体系、构建公平竞争环境，推动养

老服务多元化、精细化和特色化。



66

七、建设专业服务队伍

加快开展大规模的专业培训、建立多种类型的培训学院、

开发培训教材、形成师资力量和培训基地，扩大老年护理、

养老服务、养老机构管理等专业人才队伍，完善养老服务人

员的资格认证体系。健全志愿者服务机制，壮大志愿者队伍，

使志愿者服务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八、强化督导监管措施

建立养老服务发展指标监测机制，完善养老服务统计指

标体系，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客观、全面、准

确地反映地方工作成效。加强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强化基

本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确保服务质量和安全，对违法违规行

为严肃追究责任。相关部门要发挥标准对基本养老服务的技

术支撑作用，及时开展服务质量第三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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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刘村镇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68

图 2 土门镇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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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屯里镇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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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县底镇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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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阳镇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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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贾德乡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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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尧庙镇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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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吴村镇农村区域养老中心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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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金殿镇·尧都区敬老院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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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金殿镇·坛地村养老院现状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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