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半以上的福彩公益金用在了这件事上

  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围绕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
同发展、推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十四
五”时期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并且提

出，强化支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的资金保障，民
政部本级和地方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
金要加大倾斜力度，自2022年起将不低于55%的资金用
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
  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相比于2013年以来的50%，
福彩公益金用于养老事业的投入比例再次上调，彰显出
国家对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养老资金保障力度的
进一步增强。
  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将“扶老”作为发行宗旨的重要
内容，既体现了敬老孝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是对“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有力回应。
  事实上，自1987年福利彩票诞生，“扶老”就是福
利彩票的重要发行宗旨之一，支持老年人福利和养老服
务事业，始终是福彩公益金投入的重要领域。
  2021年，山东省用于补充市县老年人福利类项目的
福彩公益金达13576万元，重点支持敬老院改造提升，
新建或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支持街道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设施设备维
修改造……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明确指出了现阶段老年人的需求结构变化，“正在
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为适应这种变化，近年来，中国福利彩票所支持的
养老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
  在兜底型养老方面，以重残、失能、留守、空
巢、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为重点，对
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探访、为农村留守老年人提供关
爱服务等，先后推出过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农村
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等
项目。
  在普惠型养老方面，为了让老人不出社区就享受到

安心的养老服务，扩大普惠型养老覆盖面，民政部、财
政部连续多年实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
目。以2021年为例，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0.9亿元
支持项目地区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失能、部分失能老
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持续
推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向纵深发展。
  为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更好满足老年人多
层次多样化需求，福利彩票还在全国推广“长者食堂”
“老年课堂”“一户一案”适老化改造等项目，从一顿
饭、一节课、一把适老椅等细微之处入手，提升老人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服务、“互联网+养老服务”、
健全养老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助力老年人精神慰藉、形
成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从2012年至2022
年，先后投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01.93亿元用于支持
养老事业。2016年至2022年，民政部投入福彩公益金93.7
亿元，用于补助地方老年人福利类项目。福利彩票始终
秉持公益初心，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
宗旨，为国家养老服务事业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为实
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贡献了福彩力量。
  中国福利彩票将为国家养老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
量，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老人将会共享
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成果，安度美好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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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庭院，四季常青、花果飘香；一户人家，窗明几净、
家风绵长。5月16日上午，记者走进寒亭区高里街道南韩家花
园村，移步皆是景。
　　来到73岁村民韩世祥家，只见庭院里有大大小小十几株盆
栽植物，屋后和路旁闲置的空地都栽满了花草，错落有致，俨
然一个小花园。
　　笔直平坦的街道、整齐划一的村居……乡村振兴，向美而
行。近年来，南韩家花园村以党建为引领，注重内外兼修、标
本兼治，通过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加强基层治理等方式，在促进村庄全方位提升的同时，进一
步增进了民生福祉，呈现出一幅路畅人和村庄美的乡村振兴新
画卷。
　　“以前，家门口的垃圾堆、柴草垛到处都是，现在经过整
治后，村里各条道路平整通畅，家家门前种上了花，还有分类
垃圾桶，我们村现在已蝶变成美丽乡村。”说起村里的变化，
村党支部书记韩军国的笑容格外灿烂。
　　乡村美了，怎么让村民富起来，南韩家花园村一直在努力
探索。2022年，村党支部领办农业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1360
亩，耕、种、管、收统筹安排，切实提高种植效率，减少人员
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现在，我把我家的4亩土地流转出
去，一亩地一年能有1100元收入。”56岁的韩洪军以前在家种
植小麦、玉米，现在将土地流转出去，不仅每年有了一笔收
入，还可以出去打工，多赚一份收入。

  田野里，三五成群的人们在采摘豌豆；村头、路边，一
个个临时收购点支起磅秤等待着，卖豌豆的车辆一到，立即
过磅、记账、点钱……这是眼下安丘市金冢子镇豌豆收获的
场景。
　　5月14日，在金冢子镇金安社区双庙村文化路西侧，村民
张福信在帮客户收购。张福信说：“今天最好的豌豆收购价1.7
元一斤。附近十几个村都种豌豆，每年这个时间一些外地客户
就来设点收购，种植户从地里采收下来就卖了，不用愁销路。”
　　说话间，村民张子德用三轮车拉了100公斤豌豆来卖，
过完磅点了钱，又急急忙忙往地里赶。他家今年种了4亩豌
豆，眼下正全力采收。
　　阿洛村北的豌豆地里，郭玉坤等人正在采摘豌豆。他们是
户主请来的雇工，每采摘一公斤能挣一元钱的劳务费。由于豌
豆采摘比较费时，收获季节一些种植大户纷纷雇人帮忙。
　　“豌豆每年5月10日前后就进入收获期，20天左右就采
收完毕，几乎不用管理。俺村三分之一的农户都种豌豆，一
般情况下每亩产量在1000公斤左右，除去采收劳务费等，一
亩地收入在2000元左右。”阿洛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学说。
　　金冢子镇很早就有种植豌豆的习惯，特别是近几年，镇
党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引导群众大力发展“一村一品”特
色种植，豌豆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目前全镇豌豆面积已发展
到100多公顷，仅豌豆种植一项，农户年增收近300万元，

同时还带来劳务收入1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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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祥在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 郭玉坤（中）等人在采摘豌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