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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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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健康支撑。目前，全省已
建成医养结合机构 521 家，设置
床位 7 万张，医养签约合作 4954
对，养老机构普遍能够提供医
疗服务。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养老服务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王福伟发言时
说，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完善老年
人健康支撑体系，加强老年医院、
康复医院、护理院、综合性医院老
年医学科和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

设，建成社区卫生机构1930所，实
现城区街道全覆盖；在 5 个省辖
市、27个县（市、区）开展“家庭病
床”服务试点；探索“互联网+护理
到家”服务，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
供上门医疗服务。目前，全省有
老年医院92所，设老年医学科的
综 合 性 医 院 有 466 家 、占 比 达
78.6%，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机构
有282家，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3561家、占比达85%以上，老年人
健康管理率达到73%。

为推动医养结合创新性发
展，省卫生健康委还会同省财政
厅、民政厅持续实施彩票公益金
支持医养结合建设项目，累计投
资7.6亿元，支持建设项目200个，

带动社会资金投入66亿元；建立
医养结合质控体系，开展医养结
合机构等级评定；探索“全链式”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2023年在36
个县（市、区）、119个社区（乡镇）
推广应用；创建国家医养结合示
范县（市、区）和示范机构各5个，
省级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和
示范机构各10个，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医养结合实践样板20个。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深
入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遴选
100 个社区开展老年口腔健康和
老年营养改善促进行动，在40个
以上城乡社区开展老年心理关爱
和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选取
部分地区开展失能老年人“健康

敲门行动”，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包
括健康体检、健康指导、照护者支
持等上门健康服务。要健全老年
医疗服务网络，引导各地新建、改
建或转型发展老年医院，推动老
年医学科和安宁疗护规范化建
设 ，加 强 老 年 医 学 人 才 培 训 。
2024 年，全省老年医学科设置占
比达到 80%以上；国家安宁疗护
试点市 85%以上县（市、区）设立
安宁疗护病区。要持续推进医养
结合高质量发展，一抓项目带动，
新建改建一批社区（乡镇）医养结
合服务设施，提高养老机构中的
医养结合机构占比，培育一批有
品质的医养结合机构；二抓质量
提升，依托省级质控平台持续开

展质控评价、督导考核和专业技
能培训，持续改进服务质量；三抓
等级评定，开展医养结合机构等
级评定，发挥“指挥棒”作用，引导
医养结合机构提档升级；四抓服
务创新，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和

“互联网+护理到家”服务，让有需
要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
专业化的护理服务，打通医养服
务由机构到社区、家庭的“最后一
公里”；五抓模式推广，依托城市
医疗集团或县域医共体，构建“医
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社区养
老服务站+家庭”的“全链式”医养
结合服务模式，推进医疗与养老
服务衔接，做实社区、居家健康养
老服务。

河南521家医养结合机构
设置床位7万张

本报记者 冯金灿

→近 日 ，
家住信阳市的
老年群众在排
队等待河南省
肿瘤医院专家
义诊。《河南省
2023肿瘤登记
年报》显示，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恶性肿瘤
的发病率和死
亡 率 逐 渐 升
高，在 85 岁以
上人群中达到
峰值。在今年
的全国肿瘤防
治宣传周，河
南省肿瘤医院
派出专家，深
入基层为当地
群众开展咨询
和健康宣教等
活动，受到欢
迎。

冯金灿/摄

■资讯速递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近日，河南省印发 2024 年全
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为今
年改革工作“划重点”。其
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榜上
有名。

根据任务安排，今年，河
南省将围绕 14 个方面推进
42项重点改革。在深化民生
领域改革方面，河南省将围
绕增强群众改革获得感，着
眼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深入推进教育、医疗、养
老等民生领域改革，提升改
革的“温度”，持续推进“五医
联动”改革，加快实现县域医

共体行政、人事、财务、业务、
用药、信息、后勤等统一管
理，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开展紧密型城
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提升
医疗健康服务水平；深化养
老服务改革，完善养老服务
补贴、护理补贴、老年人能力
综合评估等制度，实施经济
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
务，探索建立村级标准化养
老服务站，在社区（乡镇）推
广应用“全链式”医养结合模
式，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多关
心、关爱。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侯少
飞）近日，《周口市养老服务事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4—2026 年）》（以下简称《计
划》）发布。周口市将通过实施居
家社区扩围增效行动、农村养老
提档达标行动、医养康养提质赋
能行动、养老人才提升培育行动、
养老产业提速发展行动、综合监
管提升行动等 6 项行动，加快构
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
系。

根据《计划》，周口市将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取依托现
有设施配置、配餐中心辐射、企业
连锁化运营等多种方式，多渠道
增加老年助餐服务供给，构建覆
盖城乡、方便可及、发展可持续的
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实施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程，
实施经济困难老年人集中照护服

务；新建住宅小区按照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的
原则配建养老服务设施，没有养
老服务设施的已建成住宅小区或
现有设施达不到规划和建设指标
要求的老城区，通过新建、改建、
扩建、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保
障养老用房供给，因地制宜补齐
城市既有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短
板；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功能，
每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面积
不少于2000平方米、床位数不少
于50张，具备较好的社会老人托
养服务能力，并“以大带小”运营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全市所有社
区养老服务场所均达到面积不少
于200平方米的标准，重点为老年
人提供日间照料，延伸为居家老
年人提供“六助一巡一护”（助餐、
助浴、助洁、助医、助急、助行、巡
护、护理）服务。

周口市还将提高县级特困供

养机构服务能力，不断改善县级
特困供养机构硬件设施，增加护
理型床位供给，提高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机构兜底保障和服务质
量，为失能、半失能特困老年人提
供规范化集中托养服务；推动103
所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
务中心，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
床位60张以上，在满足乡镇特困
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基础上，向
失能、半失能、残疾、无人照护社
会老人提供托养服务，并逐步向
周边农村和家庭延伸提供助餐、
助浴、辅具租赁等服务；加快村级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成102个村
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每个中
心村或人口聚集村设置1处独立
的养老服务场所，重点为老年人
提供互助养老、日间照料、托养居
住、配餐送餐等服务；推进机构医
养融合，每个县（市、区）至少有1
所以失能、部分失能特困人员专

业照护为主，具有医养结合功能
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敬老院）；推动乡镇卫生院和敬
老院、村卫生室和农村幸福院的
统筹规划、毗邻建设，实现就近医
养结合，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服务
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减少老
年人的医疗负担；加强老年人健
康管理。为老年人建立统一、规
范的电子居民健康档案，将老年
人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
群范围。同时，推动中医药进家
庭、进社区、进机构，更好地满足
老年人的健康调养需求。

周口市将加强人才队伍培
养，按照每千名老年人配备 1 名
社会工作者的标准制订培养计
划，每年培训养老护理员不少于
5000 人次，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
人才培训上岗率达到100%，院长
培训实现全覆盖；开展养老人才
技能培训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为老年人家庭成员免费培训照
护技能，争取每个老年人家庭至
少有 1 人接受养老培训、熟悉基
本服务；严厉查处向老年人欺诈
销售各类产品的违法行为，广泛
开展老年人识骗防骗宣传教育，
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养老服务机
构欺老虐老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

按照《计划》要求，2024年，周
口市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
覆盖率将达到 40%以上，建成不
少于 60 个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
站点，完成不少于8890户适老化
改造；建成700个老年助餐场所，
实现老年助餐服务覆盖全市40%
以上的城镇社区和 10%的行政
村，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有 1 个
老年食堂；推广“以大带小”模式，
建成2个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网络，培训养老服务人才 5000
人次。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焦作蕾
娜范老年公寓）是一所公建民营
医养结合机构，秉承“以人为本，
持续创新，个性化护理，私人订
制”的服务理念，引入德国成熟的
管理体系和专业的照护体系，为
失能、失智、高龄老人提供生活照
护、医疗服务、康复保健及文化娱
乐等综合性服务，为焦作广大老
龄群体提供了“新去处”“好去
处”。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采用园林
式设计，院内竹林松景，动静皆
宜，获得河南省园林单位荣誉；内
设健身步道、健身广场、多功能体

育场等，供老人休闲活动；设有老
年大学、图书阅览室、综合活动
室、棋牌休闲区、音乐室、书法室
等公共活动区域。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是一所二
级专科医院，设有内科、康复医学
科及临终关怀科。每个护理单元
设有独立的护士站、治疗室，配备
常规的诊疗设备、除颤仪、呼吸
机、监护仪、震动排痰仪等，康复
设备包含肢体康复、吞咽功能康
复等40余种，所有房间标配多功
能电动护理床。医护人员 24 小
时值班，随时满足老人的诊疗需
求。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整体按照
无障碍标准设计、建设，配备适老
化设施，所有通道、走廊实现扶手
全覆盖，采用“易握式+双层”结
构；通道、走廊、电梯里均设有临
时休息椅；卫生间适老化设施齐
全，公共浴区配有升降浴缸、电动
移位机，既方便老人，也使护理员
操作更加省力。

住养区域内设牡丹花、康乃
馨、太阳花等 10 个主题休养区，
设有独立的活动空间；房间内有
24小时热水、地暖空调、多媒体网
络等。所有设施采用无棱角设
计，整体环境以暖色调为主，亲切

自然。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采用德国

蕾娜范养老集团成熟的运营模
式，即“养老机构+护理院”的医
养结合模式，采取“护士+护理
师+保洁师”的小组护理模式，按
照 1∶3.33 的护理配比，护理服务
精准、协同且高效；结合“养中办
医”特点，重视合作与资源共享，
其中检验、化验、放射以第三方服
务形式，就近与二级甲等以上医
院合作，有效减少了建设投入与
人力投入成本，从采血到送检10
分钟即可完成，便捷高效；探索性
尝试“同床切换”，机构内每一个

照护单元兼具医疗功能与养老舒
适感，住养期间是养老床位，生病
就医时自动切换为医疗床位，在
医保中心的监督下确保诊断得
当、治疗合理、无重复性收费，使
老人有病治病，无病康养。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以个性化
服务为导向，坚持精准动态评估，
组建“医+养”联合评估团队，采
取入院全面评估、院中周期性评
估的方式，对老人的生活能力、
心理状态、潜在风险等进行持续
性动态评估，坚持“一人一档”，
精准掌握老人的身心状况及服
务需求，不打乱老人的生活习

惯，及时制订并调整个性化照护
方案，达到护理服务的精准化；
致力于为在院老人打造家庭化
的生活氛围，老人可自由布置其
生活空间；护理方面采用“家庭
式”照护模式和“肯定式”护理
方法，大大减少了老人适应机构
生活的时间，提升了他们的幸福
感 ，让 机 构 变 成 换 了 位 置 的

“家”。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坚持“活

动时时有、项目时时新”，每年举
办大中型活动近 20 场；手工、绘
画、器乐等小型活动日日更新；打
太极拳、练八段锦等保健活动日

日坚持；吸引社会志愿团体、各大
中专院校、民间文艺组织参与，让
更多志愿者有了为老服务平台，
丰富了在院老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在医疗、
护理、疼痛管理、生活照护的基础
上，辅以心理疏导、死亡教育（包
括家属）、精神抚慰等，满足临终
患者身心需要及人文关怀等精
神需求；不采取创伤性抢救措
施，帮助老人舒适、安详、有尊严
地走过人生的最后一程，让生命
带着尊严谢幕。

（本报记者冯金灿整理）

■医养结合优秀案例分享

焦作蕾娜范护理院

医养结合服务让老龄群体有了“好去处”

国家三部门支持符合
条件的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
布通知，修订印发《“十四五”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
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支持符合条件的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养
结合服务。

在养老服务体系方面，
《方案》提出，要建设连锁化、
标准化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网络，提供失能照护、老年食

堂以及助浴、助洁、助医、助行
等服务；新建或改扩建公办养
老服务机构，提升公办养老服
务机构护理能力，强化对失
能、失智、特困老年人的兜底
保障，支持医疗资源富余地区
病床使用率较低的公立医疗
卫生机构通过新建或改扩建
医养结合服务设施，提供医养
结合服务；要扩大普惠型养老
服务供给，支持示范项目建
设，支持培训疗养机构改革转
型发展养老。

河南29项举措助力
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河南监管局印发《河南银
行业保险业加快推动养老金
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对河南发展
养老金融从五大方面提出了
29项具体举措。

根据《方案》，河南计划
利用 3 年至 5 年的时间，全
面建成多层次、广覆盖、宽
领域、可持续的养老金融服
务体系。具体来说，到 2026
年 年 末 ，各 类 养 老 金 融 产

品、养老金融服务、养老产
业金融体系基本完善，发展
模式逐步成熟，业务规模逐
年 扩 大 ；到 2028 年 年 末 ，

“养老金融+康养服务”全
链条闭环生态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一批创新试点、业
务模式在全国形成品牌效
应，养老金融成为提升居民
养老保障水平的重要力量、
群众养老生活和养老消费
的金融管家、促进银发经济
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高效引擎。

郑州完善老年健康
和医养结合服务网络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吴承飞）近日，记者从
郑州市2024年老龄健康重点
工作推进会上获悉，郑州市
将从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
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加强
党建和人才培养4个方面加
快完善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
服务网络，持续增加老年健
康和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提
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要求
各地以落实标准规范为抓

手，推广“全链式”医养结合
模式，建立老年健康四级联
动机制，不断完善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不断增加医养结
合、安宁疗护等老年医疗服
务供给，扎实开展老年健康
促进行动，努力提升老龄健
康服务能力；扎实开展医养
结合机构等级评定工作，提
升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质
量，加强老年健康服务质控
管理工作，全面提高老龄健
康服务水平。

河南深化
养老服务改革

周口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六助一巡一护”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