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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地面。午睡醒来

后，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道荣

东社区的 70 岁老人余延鑫半卧在床上，对

着面前支架上的手机看新闻。康复技师何

鑫举起他的右手手臂，向前进行牵拉，不一

会儿，又为他按摩脚踝。

“最近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六角亭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罗云在旁观察，

嘱咐余延鑫的妻子柳冬梅：“要经常按摩，才

能增强关节和肌肉力量。”

近年来，为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

求，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在资源、服务和技

术上加强融合、统筹布局、资源共享，运用信

息化技术，分级分类开展“医疗+养老”相关

服务。

资源做加法——

促进医养更好融合

去年 5 月，余延鑫突发脑出血，被紧急

送往武汉市第一医院抢救。性命保住了，却

留下后遗症：右侧偏瘫，右下肢无力，徒手肌

力测试 0 级。

“脑卒中治疗周期很长，要做好康复训练的

准备。”出院前，医生的话让柳冬梅揪心不已。

夫妻俩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儿女不在

身边。老伴连下床都困难，怎么去做复健？

罗云从网格员那里得知消息，主动联系

柳阿姨。“我们与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科合

作成立了专家工作室，工作室医生长期驻点

指导，可以在社区进行康复治疗。”罗云说，

“从您家出发，步行不到 10 分钟。”

柳阿姨既心动又忐忑：那里的条件，能

满足失能老人的康养和复健需求吗？

六角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罗浩介绍，长期以来，国家大力倡导医

养融合，现实中，做好这件事却没那么容易

——“医”由卫生机构负责，“养”的职能则在

民政部门，“养老机构缺少专业的医生，而医

疗机构又不具备养老资质。”罗浩说。

怎样打破部门壁垒，让医和养真正结合

在一起？罗浩提出一个设想：将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执业范围扩大。很快，这个想法得

到硚口区人民政府的支持。2021 年 4 月，六

角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上，业务范围一栏增加了“医养融合

养老服务及康复服务”内容。

走进医养融合康复服务中心的适老化

病房，入口处安装着无障碍防滑垫、紧急呼

叫系统；卫生间配备了坐浴盆、扶手。不远

处的复健室里，磁振热治疗仪、空气波压力

按摩器等医疗设备摆放在病床旁……

“医养融合康复服务中心由硚口区民政

局、卫健委与街道联合打造。”罗浩说，执业

范围加注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到了区民

政局的拨款。在武汉市，他们成了拥有“医

养融合”牌照的政府公益性医疗机构。

柳冬梅放心地让余延鑫住了下来。

服务做加法——

满足多样康养需求

第二天，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科医师熊

键为余延鑫进行会诊，每周查房一次。“刚入

住时，老伴只能用鼻饲管饮食，熊医生经常

提醒我注意补液、观察肺部情况，防止喝水

呛咳。”柳冬梅说。

在熊键的指导下，康复服务中心技师为

余延鑫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康复方案。“上午

是肌肉按摩，下午是针灸和运动训练。”柳冬

梅说，经过医生和技师的精心照护，余延鑫

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从康复服务中心出院后，柳冬梅与中心

签订了“家庭床位”养老协议。罗云和何鑫

每周两次上门随访，为余延鑫测量血压，按

摩锻炼四肢，指导用药。

“柳阿姨，余大爷现在已经可以坐起来

了。我给他买了个手机支架，休息时可以看

些视频节目，放松心情。”一次随访时，罗云

发现，余延鑫虽然身体状况日渐改善，脾气

却变得暴躁，常因生活琐事同妻子争吵。

“研究表明，高龄老人是心理健康的高

危人群。”罗浩说，以往对老人在医疗上的照

护，更多着眼于身体层面。随着年龄增长，

老人社会交往活动减少、自理能力下降，加

上慢性疾病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精神和心

理健康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为提升老人

的精神和心理健康水平，六角亭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聘请了 6 名专业心理咨询师，推

出老年人心理咨询签约服务试点工作。

从瘫痪到坐起，从易怒到开朗，余延鑫

的治疗过程，让罗浩更加坚定社区医养融合

的前景。

目前，六角亭街道已与武汉市第一医院

建立“社院合一”的医养融合服务体系。重

症大病老人，社区开辟急诊绿色通道，由武

汉市第一医院收治；老人病情稳定后，六角

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针对性治疗，

中心提供 20 张床位，方便老人长期康养；康

复出院的老人，再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

“家庭床位+家庭医生”居家养老服务。

“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卫，康复回社

区。医疗、康复与养老无缝对接。”六角亭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李黎说。

技术做加法——

破解养老痛点难点

告别柳阿姨，罗云和何鑫来到荣东社区

李保庭老人家中。李保庭全身瘫痪已十多

年，1 小时前，老人的妻子在微信小程序上

预约了一份“家床查房”订单。

把智能血压计佩戴到老人手腕，打开随

身携带的电脑，几十秒后，结果出来了。“看，

数值一直很稳定。”罗云指着屏幕上两条平

滑的曲线说。

在电脑系统里，老人们按照“行动自由

度”被打上不同标签。经过家庭医生团队评

估，李保庭属于完全或半失能失智老人，需

要三级照料。“达到三级照料的老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为他们免费安装安全感应器，同

时派发智能手环等个人穿戴监测终端，照料

力度比一、二级更大。”罗云说。

这套系统由湖北新梦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技术负责人喻晓琳介绍，为了方便

老年人使用，“删繁就简、适老速效”成为系

统优化的方向。

“社区医生告诉我们，老人如果突然发

病，几乎来不及反应，难以发出求援信号。”

喻晓琳说，单纯等待老人下达指令，无法解

决养老痛点。

一项数据引起了喻晓琳的关注：如果独

居老人的家门长达 15 分钟还未关闭，很可

能是因为出现了突发状况。为此，他们研发

出门磁报警系统。

找出痛点，用技术破题，系统里关于老

人生活细节的暖心之举越来越多。烟感、燃

气探测，水渍报警，红外人体感应等居家安

全监测智能设备与系统实现数据交互，研发

人员通过技术手段模拟各种使用场景，提高

后台判断准确率。一经触发，社区人员立即

收到信号，上门干预。

罗浩认为，这些变被动为主动的养老服

务，让传统医疗模式随之发生转变。

“过去，家庭医生上门给老人量血压，频

率与持续性较难保障。”罗浩说，居家远程监

测系统中设计了慢性病管理服务，依托各种

可穿戴设备，老人的体征数据实时上传，自

动生成周期性监测曲线，为医护人员提供了

精准、动态的个性化管理依据。

截至目前，六角亭街道已提供约 80 张

家庭床位。“我们计划用 3 年时间在全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一批‘医养融合康复服

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有效的医疗、护

理、康复和养老一体化服务。”硚口区卫健局

局长张晋说。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推进社区医养融合

医疗+养老，加法这样做
本报记者 强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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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9月 13日电 （记者邵玉姿）记者从河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截至 8 月 25 日，河北省今年棚户区改造工程

已开工建设 11.77 万套安置房，建成 10.55 万套安置房，均提前完

成年度棚户区改造任务。

为保证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河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每月在全省通报各地工作实施情况，派驻省级督导核

查员，不定期巡查项目。同时，多渠道筹集资金，争取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10.4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6.7 亿元，安排省级财政补

助资金 3 亿元，发行棚改专项债券 239.5 亿元。要求各地坚持合

理布局棚改安置房，优化户型设计、严抓工程质量监管，安置房

品质不能低于同小区开发的商品房品质。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以

及相关的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要与棚改安

置房相衔接。

河北棚户区改造今年建成10万余套安置房
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本报潍坊 9月 13日电 （记者李蕊）严冬能取暖，夏日能纳

凉，渴了能喝水，累了能歇脚，电动车能充电……日前，山东省潍

坊市奎文区新建的综合服务驿站相继投入使用，快递员、外卖配

送员从此有了免费歇脚点。

位于奎文区东关街道的综合服务驿站，配有多个功能区域，

提供矿泉水、一次性雨衣、手机充电器等日用品，实现歇脚休息、

饮水热饭、手机充电等服务功能落地。今年以来，奎文区依托街

道、园区楼宇服务中心和餐饮饭店、商超门店等社会资源分批建

设综合服务驿站，目前已建立 47 家，到今年底，计划再新建 30
家。“以党建为纽带，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纳入城市基层治理

格局，是一次全新尝试和有效补充。”奎文区委书记周俊说。

山东潍坊奎文区建设综合服务驿站
快递外卖骑手有了免费歇脚点

本报南昌 9月 13日电 （记者王丹）近日，江西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通知，从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等

5 方面，出台 20 条举措，缓解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压力。

今年江西省将扩容产业就业基本盘，推动国资委监管企业系

统梳理汇总今后 3 年岗位用人用工需求，科学统筹计划招聘招

工，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岗位比例不低于 40%。对脱贫家庭、防

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以及残

疾和长期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精准帮扶，为每人至少提供 3—5
个就业岗位信息。从今年起，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在就业协议书上签章环节，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

后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报到手续。对延迟离校的应届

高校毕业生，相应延长报到入职、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

开发就业岗位 简化求职手续

江西出台措施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推进医养结合 优化养老服务②R

核心阅读

近年来，湖北武汉硚口
区在资源、服务、技术三个
方面发力，促进医养融合发
展：扩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执业范围，为老人提供医
疗康复、心理咨询等多样化
的服务，研发各种居家安全
监测智能设备……一系列
举措，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
健康和养老需求。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