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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接受专业照护人
员上门服务、与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无缝衔接、减轻失能
家庭照护经济负担……
7 月1日，盐城市照护保险
制度正式启动实施，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作为应对老龄
化趋势的重要顶层设计，将
有助进一步破解“老有所
护”的社会难题。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
晴。在盐城，医养结合的养
老新模式，日益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记者近日从市卫
健委老龄办获悉，目前我市
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推进，其
中公办养老机构130家，民
办养老机构48家。此外，
各县（市、区）均建成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为全市城乡
25万困难和高龄老年人提
供助医、助餐、助浴、助洁等
上门服务。

记者探访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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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中不断打造养老
照护工作的“盐城经验”“盐
城模式”，让更多老人悦享
夕阳。

探索多元养老
守护“幸福晚晴”

“你看，这是我认养的一盆绿萝，这是
邻居朱奶奶认养的吊兰，上面都有我们的
姓名，每天来走廊里看看它们长得如何，
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在盐都区康年
颐养院二楼阳光走廊，83岁的沈玉芳老
人指着面前一排绿植，向记者展示她和朋
友们的“成果”。

“养老，除了照料老人日常起居外，更
要注重老人的精神需求。让他们每天能
寻找到生活中的一抹亮色。”6月23日，
该院负责人袁治带记者走进多间文娱活
动室，“我们成立了健康养生操、创意手
工、淮剧等兴趣小组，不少老人通过兴趣
班结交了聊得来的好朋友、好邻居，消除
了他们的孤独感。”

在养老院，制造“家”的氛围，尤其重
要。为此，养老院辟出一隅作为书画室，
让老人寻找到家中书房的感受。当天，
87岁的郭士宏正埋头沉浸在书法创作
中，一幅幅气韵灵动的作品见证着一段段
充实的时光。“我上午练书法，下午和大家
练习中医养生八段锦。身体有些慢性病，
我就一周预约一次针灸缓解，医生护士都
在一幢楼内，一键呼叫，很方便。”老人满
意地说。

作为市、区两级人民政府重点民生工
程之一，盐都区康年颐养院、护理院采用
公建民营模式，委托全国知名的养老服务
连锁品牌企业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管理运营。目前，院内已入住316
位老人，配备了由12名医护人员和98名
护理员组成的服务团队，逐步形成“医、
养、护、康”四位一体的康养新模式。去年
年底获评江苏省首批五级养老机构，成为
全市首家。

走进理疗室，73岁的陈建生正在这
里接受康复治疗。“他因生病导致瘫痪，半
年前我们住到这里，每天都有康复医生给
他推拿，态度非常好，现在老伴生活基本
能自理，这要特别感谢徐医生。”陈爷爷老
伴王兰珍一个劲儿夸赞的医生叫徐成杰，

为不少老人做康复治疗，得到这里
老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欢迎。

“看到老人们一天天康复，
觉得很有成就感。”徐成杰
说，在养老院做康复医生，
很考验耐心，这里老年人
年龄偏大，骨质疏松很
严重，推拿时要格外
小心，“因为老年
人是十分脆弱和
需要关爱的群
体。”

越来
越 多 老
年人，
主动走
进养老院，
有的是一个人
来，有的是夫妻俩
一同住进来。78岁的孙
奶奶告诉记者，食堂会考虑
到每位老人不同的身体状况，分
别制定不同的菜肴。比如，考虑到一
些老人咀嚼困难，就将青菜切碎了做成
羹汤；考虑到不少老人痛风，菜式里就
避免出现豆制品和海鲜，用其他菜品
替代，“下午还有各种银耳红枣汤和小
点心，我们在家，哪能做出这么多花
样？”

“如今，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有了更
多‘个性化’的需求，所以需要专业定
制。只有通过‘定制化+标准化’的体
系，才能让生活在这里的老人安心舒
心。”在养老机构深耕多年的袁治认为，

“医养结合是现代老人最需要的，这方
面的力量配备也正在加强，但无论是机
构养老还是居家养老，要让医疗和养老
无缝对接、完美融合，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比如民营养老机构的医生招募、
医养融合专业培训等，这些方面都在加
强和突破。”

“用心用情，老人都感受得到”

医养结合，打造个性化养老

“村里如今80岁以上的老人有159
位，几乎是轮流来智慧养老体验中心，有
的来了就不想走，但由于床位有限，不能
让每位老人都长期住下，我们尽量让大家
都体验到这种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6
月27日，东台市安丰镇红安村党总支书
记杨德安告诉记者，老人对这种新型养老
机构充满好奇。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
专门下发通知，对2021年全国首批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进行了命名，东台市红
安村榜上有名。该村的做法，在全市也具
有某种程度的示范作用。

在这个400平方米的智慧养老体验
中心，可以观影、下棋、就餐、康复，此外，
还配备1500平方米的健康广场、100平
方米的健康书吧，满足老年人文体活动需
求。虽在农村，但红安村依然努力为全村
老年人提供医、养、康、护结合的医养结合
服务。

53岁的村医吴礼群告诉记者，很多
老人长期居住在家，缺乏交流，尤其子女
不在身边的，精神生活比较贫乏。村里建
了这样的养老中心，老年人相当于有了一
个共同的“家”，有食堂、有护理员、有志愿
者提供服务，也有全科医生看诊，这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老人生活上遇到的难题。

“但是在农村，即便是我们这样一个
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对广大农民而言，提
到养老，首先考虑的还是收费问题。很多
农民养老金有限，你让他掏钱去养老机
构，条件再好，都朝你摇摇手！当然，这也
是特别能理解的事。”杨德安说，提供养老
服务，不能完全依靠志愿者的无偿劳动，
一定会产生不小的成本开销，“这是现状，
不容回避”。

为此，杨德安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
决定从村集体资金中每年拿出20万元，
用于支付这样一个400平方米养老体验
中心的成本支出，让全村80岁以上、确实

存在养老需求的老人“不用自己掏一分
钱”。

此举得到不少村民点赞。杨德安说，
老人幸福了，年轻人就能更安心地在外拼
搏奋斗了，“这钱花得值”。但从长远看，
他也有顾虑，因为养老中心的运营成本越
来越高，进来体验的老人越来越多，“我们
更希望，这是一种合理的引导，如果老人
的子女能适当承担一些费用，或者吸引更
多本地企业家爱心捐助，这样的养老体验
中心将走得更远。”

据了解，为了打造医养结合的乡村模
式，让更多农村老人乐享晚年，红安村建
有328平方米的省级示范卫生室，与
安丰中心卫生院一体化运行，被评
为东台市五星级村卫生室。该村
卫生室通过远程会诊系统，邀请
来自东台市人民医院、东台市
中医院、东台市安丰中心卫
生院的多位专家进行线上
会诊，使村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市区和乡镇
专家的优质服务。

“目前全村有
600 多位 60 岁
以上的老人，
两 名 村 医
进行家庭
签约式
服务，得
到村里老人
的普遍欢迎。基
层老百姓无论是到
社区机构养老，还是居家
养老，最需要的是医生常去看
望和嘘寒问暖，帮他们多听诊多
把脉，跟他们多沟通多交流，这样的贴
心服务对农村老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普
遍缺乏基本医学常识，需要更多指导。”红
安村村医吴礼群说。

“我们希望做一种有益的引导”

村居养老，接地气的探索
92岁的李文洁奶奶住在盐城市亭湖

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快4年了，
“如果不是在这里得到医生护士的精心照
顾，怕是很难支撑到今天。”她的女儿告诉
记者，这里的床位收费不高，关键是医护
人员服务周到，有专业的医疗技术团队做
支撑，让人安心放心。

“治疗方便”，是这里很多老人子女的
切身感受。特别是长期慢性病老人，医疗
服务质量尤其重要。主任医师田林平告
诉记者，“我们每年组织一批又一批医护
人员去南京进行老年医学人才培训，取得
专业资质回盐后，可以更好地为老人服
务。”

“我们医院原来被周边群众称为‘纱
厂医院’，因为‘老病号’特别多，渐渐地，
大家对医护人员也产生一种深深的信任
感，不停有人想长期住进来，希望多增设
一些养老病房。考虑到群众的实际需求，
我们在9楼专设了康养区，目前床位供

不应求。”该院办公室主任徐慧告
诉记者，在养老服务方面，该院

因为有着深厚的医疗传
统，所以医护力量不

是问题，主要是
“地方小，床位
有限，拓展不开。”
“另外，我们也

建议有关部门对具备
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条件

的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扶
持，用以房屋改造、医疗设

备、人才引进等投入。在设
置、审批等环节上多出台优惠措

施，进一步简化程序，共同推进养
老事业的健康发展。”该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
在射阳，银康社区养老中心吸引

了不少射阳籍在外工作的老人回来养
老，这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我们发
现，养老需求不同，但服务质量是关键。

因此我们为每个床位都配备了24小时智
能管家秘书，随时来到老人身边解决生
活难题。另外，我们把价格控制在老人
能接受的范围内，同时提高服务质量。”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邵一秋表示，他们深
度拓展与医疗院所等合作，健全适老化
职能设施，做优管家式服务，全方位满足
老人日常生活需求。比如构建15分钟
社区养老服务圈、30分钟县内养老协作
圈，打造一体化大健康社区示范基地
等。接下来，将实行“智慧养老+志愿服
务+大数据”互通互融工作模式，打通社
区居家康养“最后一公里”。

“选址的远近、收费的高低、医护人员
的配备等，这些都是群众选择养老机构
时，要再三考虑的问题。”市卫健委老龄办
相关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全市有一批养
老机构做得不错，还有一批正在积极探索
中。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我国进
入新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养老服务需求变
化相叠加，给我市老龄事业发展带来新的
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重要的机
遇和巨大的空间”。

前不久，《盐城市“十四五”老龄事业发
展规划》已出台，《规划》指出，我市将着力
构建优质充分均衡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
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提升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品质，优化养老机构功能结构，扩
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加快补齐农村养
老服务短板，提高养老服务智能化水平。

到2025年，全市所有养老机构能够
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
服务。促进农村、社区医养结合，推进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与居家老人
建立签约服务关系，建立村医参与健康养
老服务激励机制。组织实施社区（镇）医
养结合能力提升工程，支持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发展老年康复、护理和临终关怀等特
色科室，促进社区医养融合。各县（市、
区）根据人口分布及地理位置特点，探索
打造镇级医养结合区域中心。

⇧工作人员经常与老人们交流，让他们
觉得在养老院并不孤单。

⇦ 端午节
前，志愿者来到
东台市安丰镇红
安村养老中心，
为老人包粽子。

⇩盐都区康
年颐养院辟出一
隅，展示老年人手
工作品。

⇧声乐班一
直是养老院的热
门兴趣班。

⇦老人的精神生活离不开图书角。

⇧“南丁格尔”志愿服
务队到文峰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义务照料老人。

⇧康养中心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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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同，但服务质量是关键”

多方发力，优化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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