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

重点建设特色专科
医护康养一体发展

地面铺着柔软的橡胶地毯，公共区域设

置方便取用的公用手杖、助行器……走进四

川省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的阿尔茨海默病综

合管理区，处处可见方便老年患者的细节。

医院神经内科党支部书记周恒说，因为

患有这种疾病，有的老人刚到这里时，喜欢到

处走，而且容易被激怒、容易焦虑。医护人员

就顺着老人的意愿陪着他们到处走，症状稳

定了再把老人带回病房。同时，医护人员还会

用患者年轻时候照片一类的旧物，刺激他们的

回忆，辅助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起病隐匿，家

属察觉时，经常已发展到中晚期。患者不仅会

忘记家人、朋友，还会忘记自己是谁。”周恒表

示，八院医养结合的模式，可以有效帮助患者

控制病情，尽量恢复一些基本认知功能。

目前，该医院开放床位 1200 余张，主要收

治老年病、慢性病患者，其中失能半失能患者

占 75%以上。医院党委书记陈芍介绍，2006
年起，八院开始探索医护康养一体化，从单一

的医疗职能，逐步转向以院内健康管理、医

疗、康复、养老等为核心，同时向基层社区、养

老机构提供服务的模式。通过组织专家分析

老年疾病谱，根据老年人患病率高低以及对

医疗服务的需求程度，重点打造特色专科。

“我们的老年康复医学科是成都市级公

立医院规模最大的老年康复治疗中心，以老

年常见的骨关节病等亚专业为发展方向，通

过专业康复治疗和训练，最大程度维护、改善

老人机体功能。”陈芍介绍，医院的阿尔茨海

默病综合管理中心，通过设置“儿时记忆”“上

学时光”“工作经历”等怀旧话题，用种植花

卉、蔬菜等模拟活动或场景设置刺激老人记

忆，缓解不良情绪，改善认知功能。

专业的照护对老人的疾病康复和健康状

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医院目前有近

400 人的护工队伍，通过多年实践制作的《老

年患者照护培训》视频和教材等成为全市老

年照护培训的标准。为强调护工的重要性，

医院规定所有职工每年要到病房做一天义

工，这样不仅能发现老人的需求和服务中的

不足，而且能换位了解护工工作的辛苦。

走进成都市老年大学第八医院分校的一

间教室，10 多位耄耋老人正在挥洒笔墨、切磋

书法。写得兴起的老人们，不时传出爽朗的

笑声。“医养结合，需要照顾到老人的精神需

求。”据分校负责人介绍，这里开设了音乐、太

极拳、书法等课程，以丰富老人的日常生活。

社区——

家庭医生悉心照料
定期巡诊上门关怀

“来，保持正常呼吸。”在山东省曲阜市苗

孔社区刘元兰老人的家里，家庭医生丁敏慧

正戴着听诊器为老人检查身体。“恢复得不

错，上次给您拿的口服液，记得按时吃。”丁敏

慧耐心叮嘱道。

84 岁的刘元兰老人，患有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 10 余年。由于常年行动不便，

哪怕是去趟诊所拿个药都是麻烦事，上医院

做检查、治疗更是困难。

2014 年，曲阜市试点实施“居家医康养”

模式，对适合居家养护的老年患者设立家庭

病床，提供疾病诊治、康复护理等医养服务。

经过逐项评估，刘元兰老人被纳入服务对象

中，并分配到了两名家庭医生——曲阜市居

家医康养服务中心医生丁敏慧，负责每周定

期上门巡诊、按时送口服药、做康复护理等；

苗孔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张丽霞，为老人提

供家门口的测压、体检等公共卫生服务。

“我患冠心病多年了，这个病就怕突然犯

病，容易发生心梗。”提起之前的经历，刘元兰老

人依旧心有余悸。7月份的一天，张丽霞在探望

老人时，发现老人出现胸闷的症状，急需进一步

做检查，而社区服务站并不具备条件。张丽霞

立刻启动应急预案——联系市级居家医康养科

服务中心。10分钟后，丁敏慧带着两名护士和

医疗设备赶往老人家中，进行心电图等相关检

查，并安排在家中输液治疗。

“多亏了这些医生，我不用出门就能看病

了。”刘元兰老人竖起大拇指。几年来，在两

级家庭医生的悉心呵护下，刘元兰老人身体

状况有了好转，性格也开朗了许多。

在苗孔社区，每年都有 400 多名像刘元兰

老人这样的受益者。家庭医生定期巡诊，社区

卫生服务站负责日常公共卫生服务，市级居家

医康养服务中心提供医疗服务。“市级服务中

心+社区服务站+家庭医生”的上下联动，打通

了半径 3 公里的“15 分钟服务圈”，老人呼叫后

的 15分钟内，确保有家庭医生按时上门服务。

养老机构——

医护人员常驻服务
开通绿色转诊通道

“社区的医护康养站帮了我的大忙，不奔

波、不排队、不折腾，太方便了！”家住成都市

青羊区马厂社区的李林东（化名）老人不慎被

摩托车尾气喷伤小腿，造成烫伤伴感染，每天

换药成了李林东老人的一大难题。去附近医

院换，不仅要忍住疼痛在路上奔波，有时候还

需要排队等候。社区医护康养站得知后，派

出专科护士邓济聪每天上门为老人换药，并

制定好居家照护计划，经过半个多月的上门

服务，老人的伤口顺利痊愈。

马厂社区医护康养站是成都市第八人民

医院将医疗资源下沉社区的探索——该社区

有 60 岁以上居民近千人。2019 年 5 月，医院

托管了马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成立医护康

养站。康养站由两名护士和一名护理员常驻，

为社区老人免费监测血糖、血压，讲解康养知

识，同时还有包括健康管理师、医生、护士等在

内的专业队伍定期到站提供健康服务。

目前，通过托管日间照料中心等方式，第

八 医 院 建 立 了 3 个 社 区 医 养 结 合 站 点 ，为

3700 余人次提供医养服务。

“医养结合服务的重点在居家和社区。”

陈芍表示，医院的床位长年饱和，将医养结合

服务向基层延伸是必然之路。目前，该院相

继与 40 多家护理院、养老机构等签约开展医

养协作，根据需要提供巡诊、康复护理指导、

老年照护技能培训等服务，并为合作机构开

通绿色转诊通道。

“丁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您好！这里是居家医康养服务中心，有什么

可以帮助您的吗？”“小于，你薛爷爷身体不太

好，快来看看吧！”“好的，别急，我们马上到！”

接到薛大爷老伴的电话，山东省曲阜市

居家医康养服务中心迅速派来医护人员，为

薛大爷更换尿管、做康复护理。

薛大爷今年 82 岁，居住在鲁城街道东关

社区的一家养老院，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在

养老院里吃喝不愁，日常生活有照料，怕的就

是看病不方便。”薛大爷老伴的一番话，道出

了养老机构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曲阜市在探索医养融合的过程

中，不仅在医疗机构内设养老病床，还让医疗

机构主动“走出去”，与周边的养老机构、护理

院等签订合作协议，让养老机构的老人享受

高标准医疗服务。

居家医康养服务中心定期派来人员，为

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提供各项医疗服务。同

时，东关社区卫生服务站也不缺位，每年对养

老机构入住老人进行全面体检，老人需要服

务时，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及时上门。

“目前，曲阜市各级医疗机构进驻养老机

构，现已服务 4330 余人，真正让养老机构和医

院相融合，实现了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医养

同办。”曲阜市卫生健康局局长孔卫东介绍。

医院服务延伸社区、家庭医生上门问诊——

医养结合，保障老人健康生活
本报记者 张 文 李 蕊

社会社会 1212 2021年 9月 14日 星期二

!"#$%&'()*+,-./0123456789:;<=>?9@ABCD9
EFGH1IJ9KLM(9NO78PQRSTUVWX'(YZ[\]̂ _-̀ abc0d
e(f(gUhi9:1jkf(WgUi-lmnopq1ro1/s\

!"#$%&'()*+,-.

!
"
#
$
%
&
'
(
)

!tu!

■为了幸福美满的晚年④R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把
友善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
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

■民生观R

核心阅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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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与护理院、
养老机构合作，让高标准的
医疗服务下沉基层；社区为
老年患者设立“家庭病床”，
家 庭 医 生 定 期 上 门 巡 诊
……近年来，为促进医养结
合发展，各地开展了许多积
极尝试，让老年人享受到更
便利的医疗服务。

本版责编：商 旸 许丹旸 周春媚

最近，河北邢台的一名饭店店主

通过网络寻人，还做出承诺：“只要饭

店开一天，他就免费吃一天！”

原来，店主要寻找一位伸出援手

的好心人。就在几天前，清晨时分，这

家饭店的空调外机突然起火。眼看火

势渐起，附近的一位男士及时赶到，将

火苗扑灭，随即转身离开。事后，店主

从视频监控中看到了整个过程，非常

感动，不仅要找到这位好心人，更要报

答他的善行善举。

一个主动助人、不留姓名，一个心

怀感激、知恩图报，让我们看到了以善

报善的温暖。

助人者急人之所急，默默奉献爱

心。火势骤起，虽是过路的陌生人却

没有漠然对待，而是主动作为、出手相

助，事毕悄悄离开、不图回报。一方

面，遇到风险隐患，不愿袖手旁观；另

一方面，行善不求名利，但凭真心实

意。这看似普通的举动，却反映出助

人为乐、服务社会的精神，彰显了爱心

善意、责任担当。

受助者愿及时报恩，积极传递爱

心。若不是好心人及时出手，一旦火

势成灾，后果不堪设想。襄助之恩，恩深义重，饭店店主

承恩知恩，想尽心尽力回馈恩人，这样的想法延续着知恩

图报的传统美德。感恩报恩是做人的本分，哪怕只受人

滴水之恩，也当思以涌泉相报，正所谓投我以木桃，要报

之以琼瑶。

两则凡人善举，彼此辉映，相得益彰，为我们这个美

好灿烂的时代，提供了又一个暖心的注脚。每一个人都

可以从中汲取到彼此友善的脉脉温情。助人精神，人人

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看到有人遇到困难，要帮一

帮；别人助我解决困难，要懂得感恩。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把友善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

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热诚关爱他

人，多做助人脱困、扶贫济困的实事好事，在服务群众中

送温暖、献爱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树新风、

育美德，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向上向善、作出贡献，以

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爱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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