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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地方标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规
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依据《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3 年安康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安市监函〔2023〕32 号）

的相关要求，2023 年 3 月，安康市博思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主导提出安康市地方标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规范》申请。

2023 年 9 月,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安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安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的通知》（安市监函〔2023〕485 号），将《残疾人居家

托养服务规范》（AK25-2023）列入年度制修订项目计划之

中。

二、目的意义

安康市地方标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规范》的编制,

源于我市对残疾人福利事业的持续关注和深入发展，同时也

积极响应了国家对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号召以及满足市场的

需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具

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

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指示不仅指明了新时代做好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方向，也为我们制定《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规范》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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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残疾人群体对于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和幸

福指数的期盼也愈发强烈。特别是在居家托养服务方面，亟

需一套科学、规范、人性化的服务标准来保障服务质量，以

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目前，安康市持证残疾人

13.16 万人，其中就业年龄段残疾人 4.72 万人，居家托养服

务需求量大，但现有的服务标准和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满足

广大残疾人及其家庭的需求。因此，编制《残疾人居家托养

服务规范》成为我市残疾人福利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本次申报的地方标准，旨在对我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

的实施进行更为严谨、细致的规范，提升服务品质与层次，

确保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切实、有效的保障。通过

制定详尽、具体的服务标准，为服务提供者提供一套清晰、

明确的操作指南，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的关爱服务体系，为我

市残疾人居家托养工作向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品质化

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标准起草工作过程

（一）筹备阶段

2023 年 1 月上旬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主导单位、

参编单位、标准起草人员等职责和分工。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康市博思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安

康市残疾人联合会、岚皋县残疾人联合会、陕西省家政服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康市志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王凡、刘璇、马天丽、张金柱、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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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曾政银、邱婷、胡金波、李玲、刘平良、梁娜、赵云、

何福荣。

2023 年 1 月下旬，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了标准起草工作

计划并召开工作启动会，部署了起草工作任务、时间进度安

排、工作技术路线等，落实了标准起草工作所需的各项资源

保障。

（二）起草阶段

2023 年 2 月，按照工作计划安排，工作组通过文献研究，

收集国内外关于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的相关资料，了解其发

展状况和经验做法，为标准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

据。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我市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的现

状和需求，收集一线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并

结合残疾人“阳光家庭”试点项目，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

的实际需求与经验做法融入标准制定之中。同时，工作组组

织多次内部讨论会议，对标准的框架、内容、术语定义等进

行深入研讨，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充分讨论的基

础上，工作组完成了标准初稿的编写工作。

（三）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10 月-2023 年 12 月，工作组将标准初稿发送至

各参编单位及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召开座谈会、

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并对意见进

行认真梳理和分析。针对收集到的意见，工作组对标准初稿

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进一步提高了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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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6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将标准初稿发送至各参编

单位及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

查问卷等方式，收集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并对意见进行认真

梳理和分析。针对收集到的意见，工作组对标准初稿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在编制《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规范》的过程中，遵循了

以下原则：一是以人为本，以残疾人的需求和福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二是科学规范，确保标准的制定符合科学原理和

实践经验；三是可操作性强，确保标准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得

到有效应用；四是前瞻性，充分考虑未来残疾人居家托养服

务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变化。

同时，我们也依据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十四五阳光家园计划——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残疾

人托养服务基本规范（试行）》等，以确保标准的制定符合

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导向和要求。

（二）主要内容

1、标准制定范围与标准化对象的确定

对于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而言。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是

残疾人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残疾人提供便捷、

舒适、安全的居家生活环境，提升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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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标准的制定范围主要围绕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的各

个方面，包括服务对象及要求、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与要求、

服务流程、机构要求、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和服务评价与改

进等，以确保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标准化对象主要确定为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的提供者

和服务接受者。对于服务提供者，标准将明确其应具备的资

质、能力和服务要求，以确保其能够提供符合规范的服务。

对于服务接受者，标准将关注其需求和权益保障，确保服务

能够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并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2、标准要素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正文共包括十一个章节。除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和术语定义外，共包含服务对象及要求、服务方式、服务

内容与要求、服务流程、机构要求、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和

服务评价与改进八章主体内容（核心技术要素），基本勾勒

出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的总体活动要求。

第3章术语和定义。本章规定了残疾人居家托养的术语

和定义，是借助残疾人家属、亲属或邻居之间，朝夕相处的

感情优势和居住优势，以家庭为单位，由残疾人家属、亲属

或邻居等对符合条件的智力、稳定期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

开展居家托养服务。

第 4 章服务对象及要求。本章规定了服务对象应满足的

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户籍及居住要求、残疾人证要求、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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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就业状况、自我护理能力、健康状况及行为表现等方面，

确保了服务的针对性和适宜性。

第 5 章服务方式。本章规定了居家托养服务的方式，明

确了通过专业机构或家属、亲属或邻居护理等方式，确保提

供的居家托养服务能够更加贴合残疾人的实际状况和需求，

从而实现更为精准和有效的服务供给。

第 6 章服务内容与要求。本章从政策服务、生活照料、

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运动功能训练、护理服务、社会

适应能力训练、心理疏导服务及其他服务 8 个方面详细阐述

了服务的内容与要求，以人性化的服务理念，为服务对象提

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帮助他们恢复身体健

康、提高生活质量、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第 7 章服务流程。本章从技能培训、签订协议、建立档

案、制定方案、提供服务、服务规范、服务结束等 7 个方面，

构建了一个完整且系统化的服务流程，确保残疾人居家托养

服务的系统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为残疾人提供更加贴心、

专业的居家托养服务。

第 8 章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机构应满足的要求。本章规

定了机构需要满足的一系列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资质、

经营场所、运营资金、管理制度等方面，以确保服务的持续

性、稳定性及安全性，从而为残疾人提供安全、专业且贴心

的居家托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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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管理制度。本章对管理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涵盖了服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度、权益

保障制度等 9 项，为服务机构构建了坚实基础，使其能够持

续、稳定、安全地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满足他们的

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第 10 章服务管理。本章详细规定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

务机构在人员管理、信息管理和安全管理方面的要求，为残

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细致且严谨的管理体系，

为服务过程的高效、安全和人性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 11 章服务评价与改进。本章从自我评价、业务主管

部门评价及服务改进 3 个方面，重点强调了残疾人居家托养

服务机构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应采取的措施，通过不断的服

务改进，推动整个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为残疾人提供更加

优质、专业的居家托养服务。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

有冲突。

六、知识产权说明

无

七、标准性质建议说明

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八、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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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规范》起草组

2024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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