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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

例为 27.91%，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

人口比例为 19.46%，数据显示，辽

宁省辽阳市这座东北小城已成为

较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

年轻人外出就业，老年人故土

难离。“银发浪潮”到来，辽阳面临

养 老 和 健 康 服 务 的 供 需 矛 盾 ，也

迎 来 养 老 服 务 产 业 发 展 的 机 遇 。

作 为 国 家 级 医 养 结 合 试 点 、全 国

第三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 点 ，辽 阳 不 断 深 化 养 老 服 务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探 索 出 居 家

社 区 机 构 相 协 调 、医 养 康 养 相 结

合 的“ 小 城 养 老 ”模 式 ，让 养 老 服

务成为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的朝

阳产业。

居家社区养老：

家门口就能享服务

临近中午，家住宏伟区奥林园

社区的苏宝清拨通了幸福爸妈养

老 服 务 驿 站 的 电 话 ，订 了 两 份 午

餐，一共花了 20 元。不到 20 分钟，

服务人员就上门送来了餐食，四菜

一汤。

苏宝清今年 68 岁，丈夫 70 岁，

孩子在安徽定居。老两口在奥林

园社区住了十几年，环境、邻居都

熟悉，不愿离开。“我们两人生活都

能自理，一周叫一两次送餐服务，

偶尔请人来打扫一下卫生，生活就

方便不少。”苏宝清说：“驿站就在

社区办公室旁边，孩子也放心。”

为满足多数老人的养老需求，

辽阳市创新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实

施公建民营，推进社区嵌入型养老

机构建设。社区养老机构规模不

大，却能解决老人家门口养老的需

求。以奥林园幸福爸妈养老服务

驿站为例，政府免费提供 300 平方

米的场所，幸福爸妈养老服务发展

中心进行运营，驿站提供少量托管

养老床位的同时，也为周边 200 多

名 签 约 居 家 老 人 提 供 到 家 服 务 。

目前，辽阳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覆盖率已达到 72%。

“居家养老是未来最主要的养

老方式之一，社区养老服务实现的

是由儿女照料向社会共同参与、低

偿照料的转变。”幸福爸妈养老服

务发展中心理事长董守仁说。

从 2018 年起，辽阳市还为城市

五区 60 周岁以上散居三无老人、60
周岁以上低保低收入家庭失能半

失能老人、80 周岁以上低保低收入

居家老人、60 周岁以上优抚对象、

80 周岁以上空巢（独居）老人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

走进文圣区安康通养老服务

中心，智慧养老云平台大屏幕标记

出每名签约老人的住址，实时显示

着当天上门服务订单的进度。上

海安康通公司辽阳项目负责人白

丹凤介绍：“政府按照每人每月 60
元补贴标准购买服务，公司每月提

供 1 次线上电话关爱回访、1 次上

门巡视探访和 1 次线下上门服务。

目前项目已累计签约 8967 名老人，

服务 22.1 万余人次。”

机构养老：

医养康养相互结合

在辽阳市萱花椿树颐养中心，

今年 86 岁的贺奶奶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来到养老院后，她给自己的

房间挑了一面粉红色的门帘，布置

了喜欢的花草，每天都要精致打扮

一 番 ，按 时 参 加 养 老 院 组 织 的 跳

舞、手工等活动。“我是自己要求来

这 儿 住 的 ，不 是 因 为 需 要 别 人 照

顾，就是因为喜欢这里的装修风格

和丰富的活动，在这每天过得都很

开心充实。”贺奶奶说。

萱花椿树颐养中心共可提供

床位 150 张，开业 3 天就入住了 19
名老人。院长王莹说：“无论是对

有认知障碍、身体失能的老人，还

是生活能自理的健康老人，我们都

希望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让到机

构养老不再是老人不得已的选择，

而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

辽阳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

多元化的康养医养服务，市居家养

老综合信息平台免费为机构提供

床 位 预 约 、补 贴 申 报 等 一 网 通 办

服务。

“全市在运营养老机构 84 家，

总 床 位 8317 张 ，其 中 民 办 机 构 67
家。”辽阳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斌介

绍，辽阳建立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

贴制度，按照老年人能力等级，实

施分类补贴，失能半失能老人每人

每月享有 200 元运营补贴，能自理

的 老 人 每 人 每 月 享 有 160 元 运 营

补贴。

为提升养老机构医养结合能

力，辽阳还鼓励医疗机构开展养老

服务。目前，辽阳已有医院建成了

辽宁首家老年人能力评估中心，可

为全市养老机构在院老人提供心

理精神、认知能力、跌倒风险、营养

状况、躯体能力、躯体疾病等方面

的综合评估，形成的评估报告为分

级护理、政府补贴、机构风险防范

提供科学依据。医院还与多家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开设院外病

床，通过远程用药指导、定期上门

巡诊、开展健康讲座、建立健康档

案等方法形式，为养老机构在院老

人提供医疗保障。

“辽阳的每家养老机构都签约

了医疗机构，每位养老机构的在院

老人都进行了健康等级评定。”杨

斌说。近年来，辽阳共有 6 家医疗

机构通过变更服务事项或增加服

务内容开展养老服务，增加护理床

位 418 张。

职业培训：

扩大供给留住人才

“李奶奶，您今天身体感觉怎

么样？我带您进行四脚拐活动的

训练，好吗？”在辽阳市职业技术学

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实训室，

几名大二的学生正在为职业技能

比赛做准备。根据比赛内容，每名

参赛者要根据老人具体情况完成

照护计划、模拟实操、反思报告、宣

传海报等项目。

辽阳市职业技术学院健康管

理学院院长许广军介绍，学院开办

的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内容

涉及健康评估、膳食营养、生活照

顾、医学护理、心理护理等，近年来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和认

可。“学校 2013 年开办该专业时只

有 17 名学生，如今每年招收 400 人，

专业名称也与时俱进，变为‘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与管理’。”许广军说。

今年 23 岁的于媛媛从学校毕

业后，先后在南京、上海实习工作，

如今回到辽阳成为养老机构的管

理人员。“养老是个朝阳产业，我也

喜欢跟老人打交道。辽阳培养了

我 ，我 更 愿 意 回 家 乡 工 作 。”于 媛

媛说。

辽阳出台了《老年服务与管理

类专业毕业生到养老机构入职奖

补办法》，鼓励引导高校和中职学

校老年服务管理和护理等专业毕

业生到民办养老机构就业。对于

符合条件的个人，每人给予 5 万—8
万元入职奖励，为养老产业发展吸

引年轻人才。

51 岁的林秀芹原来在饭店打

工 ，参 加 了 免 费 的 社 会 养 老 从 业

人 员 培 训 后 ，成 功 应 聘 到 卫 国 养

老院二部的护工岗位。卫国养老

院负责人牛红双不禁感慨：“多亏

了 民 政 局 帮 忙 对 接 养 老 服 务 人

才 ，我 们 的 二 部 才 能 顺 利 组 建 运

营起来！”

为有效增加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供给，解决养老行业招人难、留人难

问题，辽阳打造“校企政”联盟，依托

辽阳市职业技术学院老年服务与管

理专业优势，采取养老机构订单式

培养与普惠式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为机构养老护理员、老年人家庭成

员、志愿者和有就业愿望的人员提

供免费培训，并发放专项能力鉴定

证书。自 2017 年起，培训班已累计

开办 5期，培训 3600余人。

辽宁辽阳探索小城养老新路，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服务用心用情 生活有滋有味
本报记者 胡婧怡

核心阅读

近年来，辽宁辽
阳持续扩大养老服务
供给，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推进社区嵌入
型养老机构建设，通
过免费提供场所、政
府购买服务，助力居
家社区养老；建立民
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
制度，鼓励医疗机构
开展养老服务，促进
机构养老发展；设立
养 老 服 务 与 管 理 专
业，提供入职奖补，开
展免费培训，为养老
产业培养更多人才。

北京石景山区居民李先生，需

要经常到附近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就医拿药。以前，他在各项检查前，

都 要 排 队 缴 纳 费 用 ，耗 费 不 少 时

间。最近，一项名为信用医疗的就

医服务解除了他排队的苦恼。

瞄准居民在就医中遇到的缴费

环节多、排队多等问题，石景山区探

索上线了“先诊疗、后付费”的“信

用+医疗”服务模式，患者可以“一

次就诊一次缴费”，免除在挂号、检

查、取药等环节重复排队缴费。“信

用医疗是石景山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一项创新应用，可以有效缩短

患者就医时间，节省医院运营成本，

优化改善医患关系。”石景山区经信

局副局长杨光说。

“通 过 开 通 信 用 医 疗 ，如 果 有

就医需求，可以先在家预约挂号，

从 自 助 机 取 号 ，找 大 夫 看 病 检 查

等，就医结束后一次性结账，可以

现场支付，也可以回家再支付。”北

京大学首钢医院信息中心主任余

浩 介 绍 。 2020 年 12 月 ，北 京 大 学

首钢医院率先开通保险兜底的信

用医疗服务，服务对象为北京医保

的本地患者。到此就医的患者可

通过微信公众号、医院自助机申请

“信用就医”服务。

记者还发现，在为信用医疗打

造的微信平台上，不仅患者自己可

以享受信用医疗服务，还可以在平

台上添加家属信息，代替家人挂号、

缴费等。“我们医院有不少子女通过

微信预约，老年人来看病后可以直

接回家，账单自动生成发到子女手

机上支付。”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一名

信用医疗服务引导员说。北京大学

首钢医院统计显示，信用医疗可缩

短患者 60％的院内就医时间，患者

总体满意度达 96.5％。

作为最早上线信用医疗的区属

医院，石景山医院已在胸痛中心诊

室、急诊抢救室等急症患者需多次

缴费的科室开通信用医疗，部署信

用医疗设备，极大优化急重症诊疗

流程。同时，通过建立独立的信用

结算支付综合平台，将银行卡、保

险、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授信方式相

融合，将信用就医服务对象扩大为

医保、商保、自费等多种类型的患

者。目前，石景山区正在对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加装”信用医疗服务，

在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通

过信用就医渠道挂号后，在信用医

疗专属窗口取号即可在家门口享受

信用医疗服务。

就医结束后，患者不缴费怎么

办？据介绍，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

若开通信用医疗服务的患者超出

48 小时逾期未缴费，信用就医服务

平台合作的信用保险公司向医院先

行赔付，再向欠费用户追缴，并暂停

其信用就医资格；对于累计 6 次逾

期的患者，将取消其信用就医资格；

催收后 3 个月内仍未补缴的用户，

将被列入信用医疗失信名单，其逾

期信息也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自

然人档案，对拖欠费行为起到信用

惩戒作用。

下一步，石景山区将在区内其

他医疗机构积极推广“信用+医疗”

应用，服务更多患者，深化“信用+
医疗”服务场景，探索“住院免押金”

“轮椅租借免押金”“手术意外险”等

服务。

北京石景山区探索“信用+医疗”服务模式，缓解缴费排长队难题——

就医结束后，一次性结账
本报记者 潘俊强

本报石家庄 2月 23日电 （记者史自强）一早，石家庄

站馨桥爱心服务区接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医护人员的电话，

有一名出生仅一个多月的婴儿急需乘坐列车转送到南京进

行救治，因婴儿病情复杂，需医护人员全程陪护。馨桥爱心

服务区接到通知后立刻根据现场情况制定专属接送方案。

7 时 40 分，救护车到达南进站口，已经在外等候的爱心

区工作人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搬运医护设备，调整担架及

设备摆放，通知等候在 7A 检票口的客运员和站台值班员，

全程开启绿色通道。在大家的相互配合下，从进站到上车

仅用时 3 分钟。

爱心区值班员与列车长进行交接，客运员们协助医护

人员把医疗设备运送上车。家属说，之前就了解到，有小患

者经铁路护送转院，所以也选择了该方式。

多方协助 助婴儿转院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矢志奋斗、甘于奉献，奉献
的人生最美丽

■民生观R

位于广东河源的和平火车站是京

九线入粤第一站。电力工柯水康已经

在这里工作了 25 个年头。25 年来，柯

水康细致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对自己

管辖的电力设备和 75 公里铁路线了

如指掌。25 年来，他只有一次回老家

过年，有 24 次春节都缺席了老家的年

夜饭。他坦言，自己也很想回老家过

年，但因为工作需要，他选择坚守岗

位。他用长期的坚守，守护了春运路

上众多旅客的安全。

每年春运，众多游子怀着对团圆

的希冀，启程归家；年后，又匆匆回到

岗位上。每一趟安全、从容的旅程背

后，都有无数像柯水康这样的身影在

坚守和忙碌。今年春运期间，铁路安

检员李佳慧每天弯腰起身 8000 余次，

只为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高铁配送

员王建国一天行程 3.6 万步，只为早点

让旅客吃上热乎乎的饭菜；防疫工作

人员吴财全背着 20 多公斤重的消毒

药 水 均 匀 喷 洒 ，只 为 把 牢 防 疫 关 口

……他们的奉献汇聚成一股暖流，温

暖了旅途。

25 年的坚守，日行 3 万多步，既是

职责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奉献。奉献，是困难面前的主

动担当，是劳累面前的甘于牺牲；奉献，是履行职责时多

尽一份心，坚守岗位时多出一份力；奉献，还是在平凡的

岗位上燃烧激情和才智，在普通的工作中挥洒辛劳和汗

水。奉献者赢得他人的敬意，也往往能够在奉献中成就

一番事业，照亮人生道路，提升精神境界。

今天的中国，奉献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消防员在熊

熊烈火前挺身而出，这是奉献；医务工作者在深夜的急诊

室里救死扶伤，这是奉献；货车司机日夜兼程，外卖小哥

忙碌奔波，这也是奉献。奉献精神，鼓舞着人们立足岗

位，心有大我，倾情投入。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矢志奋斗、甘于奉献，奉献的人

生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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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大，浪急。

腰系安全绳，林更生缓缓走上平潭海峡公铁跨海大桥

桥墩的检查平台，顶着海风，争分夺秒开展检查。

这里是福建平潭海峡，全长 16.34 公里的公铁两用跨海

大桥，将福州市长乐区和平潭岛连在一起。林更生是中国

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福州工务段长乐东路桥车间副主任，

今年是他守护大桥的第三个年头。

“跨海大桥与陆上铁路面对的环境截然不同，我这一脸

皱纹就是被海风吹出来的。”林更生一番笑言背后，是这里

恶劣的环境：每年 6 级以上大风超过 300 天，7 级以上大风

超过 200 天，台风登陆影响 3 到 4 次。

“列车停运的午夜零点到 4 点，才是我们日常工作时

间。”林更生说，这里冬季气温只有 3 至 5 摄氏度，六七级大

风直接灌进外套更是家常便饭，如果再遇上下雨，冰冷的雨

水像针一样刺在脸上……

一线坚守，只为保障跨海大桥安全。让林更生欣慰的

是，如今，像他这样的大桥看护者，拥有了高科技助力。

步入位于大桥入岛处的监测中心，健康监测系统可对

大桥 24 小时监控，为大桥运行加了一把“安全锁”。“监测系

统今年春运期间正式使用。”福州工务段工作人员郑华介

绍，系统在全桥关键部位设置了近 700 个传感器，具有防

雷、防浪涌等功能，实现高精度、全天候实时预警。

“原来，在恶劣天气里我们也要到现场检查，还很难做

到全覆盖。现在，只要紧盯监测中心大屏就可以实时了解

大桥情况。”林更生介绍：“根据监测数据，调度中心可及

时 调 整 列 车 运 行 速 度 ：桥 上 风 速每秒 20 米以下时，列车

常速通行；风速每秒 25 至 30 米时，列车会限时速 120 公里

通过。”

艰苦环境依旧，科技手段升级，在变与不变之间，林更

生依然选择坚守岗位。“让每一名旅客平安出行，是我们最

大的心愿。”

坚守岗位 保桥梁安全
本报记者 钟自炜

贵州省黔西市林泉

镇对春耕生产做到早准

备、早谋划，政府帮助解

决种子、肥料和技术指

导方面的困难，提高种

植户的积极性。目前，

该镇的春耕生产全面铺

开，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图为 2月 23日，余姚

村百香果育苗基地里，

村民正在忙着除草。

周训超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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