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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院牵手养老院，寻求养老更优解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031万人，首次突破3亿。

当老龄化社会急剧到来，一个越来越近的困境是：谁来照护我的父母？我们又该如何老去？

在浙江部分地区，基层卫生院开始探索医养结合的新模式。在湖州德清，有基层卫生院办起医康养中心，两人一间房，每人每月共需

支付3000多元（含餐费）；在台州，去年全市已有10家乡镇卫生院利用闲置资源推出“医中办养”服务，黄岩区北洋镇中心卫生院康养中

心甚至一床难求。浙江基层的探索，或许能够为未来书写更具实操性的养老指南。

凌善莹今年89岁，是湖州德清的一
名退休小学教师。自从去年独自在家时
摔倒，腰椎动了手术，找一家合适的养
老院便成了一家人的头等大事。

理想的养老生活到底什么样？
在湖州德清的德馨颐养院，绿植环

绕，室内走廊宽敞明亮。每幢楼配备餐
厅和各种活动设施，将老人们从琐碎又
暗藏安全危险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更重
要的是，这里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生每天巡诊，有突发情况可以立即处
理。”凌善莹的儿子高健说，完备的设施
和医疗服务让人觉得安心。

该颐养院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多
人间等，开放床位372张，床位费每床
从700元/月到3800元/月不等，护理费
则根据不同护理等级收取700元/月到
2800元/月不等。去年以来，新增入住
90余人次。

“颐养院主要负责照料老人的生活，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则负责老人的医疗、
康复与护理。”德清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俞晓明介绍。此前，舞阳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址计划搬迁，恰
好该颐养院也在建设，县政府考虑到实
际需求和资源共享，将两方毗邻建设。
两个机构独立运营，又密切合作。

如今，高健手机里有一个15人的微
信群，群里除了亲属，还有护理部主
管、社工部、后勤部等工作人员，每天
都会更新老人的日常，发现异常，护士
会及时通知家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生则迅速处理。

“住在这里心里踏实，晚上有事
情，床头一按铃就会有护士过来。”凌
善莹说。

目前，浙江正在探索的几种医养结
合模式中，除了“医养毗邻”，还有“医
中嵌养”，即在卫生院内开辟医康养中
心，由卫生院统一运营管理，也有“医
养联合”，由第三方专业养老机构运营医
康养区域。

尽管运营主体、方式不尽相同，但
目的都是让老人得到价格实惠、质量有
保障的养老照护。记者走访湖州、台州
多家开展医养结合模式的医疗机构发

现，定价普遍低于一般养老机构服务收
费，具有专业性的服务也能够为不少家
庭减轻长期照护的负担，基本实现“小
病不离床、大病不离院”。

床头一按铃，护士就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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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卫生院内养老的老人，平均年
龄在80岁以上，不少老人有常见慢病，
也有长期卧床的失能患者。

“往往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对长期系
统性的关注和个性化的治疗服务需求更
高。特别是长期卧床老人，容易出现压
疮感染，需要更细致的护理。”台州仙居
下各中心卫生院院长朱永平表示，以前
这些老人大多会选择长期住在医院病房

不愿出院，给家属带来陪护的压力，也
造成医疗资源和医保资金的浪费。

另一方面，许多基层卫生院的运营
面临困境。床位资源闲置、人员负担
重、运营成本高，每个问题都是一座

“大山”。
在这一背景下，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成为一种解题思路——寻找一种方式，
老人既能看病又能养老。

从运营效果来看，该模式的确有效
盘活了闲置资源。“现在我们养老床位一
床难求，每周都有不少人来咨询。”台州
黄岩区北洋镇中心卫生院康养中心护士
长钟文素说，院内83张床位已经满员，
目前养老床位使用率已达134%，医疗
床位使用率也从57.14%提高至85.7%。

同样的，在下各中心卫生院也需求
火热。最初，在不影响医疗床位的前提
下，下各中心卫生院试着开放了44张养
老床位，没想到很快住满。“今年把预留
的另一层养老病区全部开放，目前共有
88张养老床位。”朱永平说。

除了合理利用原有设施，卫生院还
主动开拓相关服务。比如，北洋镇中心
卫生院康养中心做强中医特色服务，提
供穴位贴敷等服务，目前还在开发中医
针灸、中医茶饮等“治未病”理念下的
疗养服务。在夏季，老人们还可申请转
入海拔600米的富山乡医养中心避暑，
开创公立医疗机构“连锁式”“候鸟式”

“旅居式”养老服务新模式。
业内专家表示，考虑到基层资源有

空余、老年人有需求，医养结合的探
索，可以看作是基层卫生院在完成主责
主业之外开辟的一项“副业”。目前，在
全国范围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当前浙江的实践正在验证此类模式能否
行得通。

盘活闲置资源

“医养结合怎么干，虽然相
关部门发布了指导意见，但落实
到基层，却没有固定模式。”俞
晓明说，从运营方式、收费标准
到服务内容都在摸索中调整。把

“路”跑通后，如何让模式可持
续是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

他算了笔账，以德清乾元镇
卫生院医养中心为例，2023年运
营支出约57万元，医养相关收入
71万元，算下来盈余14万元。“但
这并没有算上房屋和水电等成
本，毕竟是在卫生院内运营。”俞
晓明说，如果要形成可持续性收
益，考虑到长期的投入产出比，还
需要发挥规模效应，进一步把成
本摊薄。今年，该卫生院计划扩
建，新增一定数量的养老床位。

台州也在探索乡镇卫生院内养老服务自
主定价，打破收费标准空白。把基本服务收费
项目由机构自主按服务成本确定，分三档划定
床位费与护理费，满足老人的多元化需求。

更大的难点是养老护理行业，从业的
年轻人仍是少数。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
医 养 结 合 机 构 的 医 护 专 业 人 员 仅 占
12.2%，其中研究生学历占0.23%、本科生
学历占6.95%、中小学毕业生占70%。

“老人需要心灵慰藉，对护理工作的专
业性要求更高。”仙居下各中心卫生院康养
中心负责人张明凤说，目前从业者整体上
年龄偏大、学历偏低，需要更多科班出身
的养老服务技能人才。

为解决医康养人手不足的问题，各地
也在想办法。德馨颐养院与德清职教集团
技师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对于老年服务与
管理专业的学生，就读时安排实习对接，
毕业后考核合格可以直接留下就业；台州
玉环明确乡镇卫生院养老服务收入扣除成
本后收益部分的80%可用于人员奖励，不
纳入绩效工资总额，以此激发内生动力。

对于住在卫生院里的老人来说，有了
充足和全面的医疗支持后，也对老年生活
有了更多期待。

未来，医养结合的更多探索，也将让
人们看到老龄化社会的更多可能。

（周林怡，载《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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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用工市场观察专
题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专
题

不久前出台的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
的意见》 提出，促进医养结合。
医养结合是将医疗服务资源和养
老服务资源对接与整合的医疗改
革新模式。持续扩大医养结合机
构覆盖面，能够满足老年群体对
养老、医疗、护理、康复、保健
等多样化服务需求，为增进老年
人福祉培育经济新动能。

近年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有关部门逐步探索
居家社区服务、养老机构服务、
医养签约服务等多元化模式，多
措并举加大培养培训力度，打造
医养结合专业人才队伍、优化人
才激励机制，不断提升服务供给
能力和专业水平。目前，我国医
养结合机构已达 7800 多家，床位
200万张，累计培训10万多名医养
结合从业人员。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与落地实
施，为医养结合发展奠定基础。
2023年3月份出台的《关于推广医
养结合试点工作典型经验的通
知》 提出，健全投入机制，加强
服务保障。2024年12月份出台的

《关于促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 强调，将养老机
构医疗卫生服务纳入质量安全管
理体系。医养结合政策的不断完
善，推动了养老产业提质扩容，
拓宽了投融资渠道，助推了标准
化建设，实现了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和养老服务体系深度融合。

未来，推进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还需继续
补短板、强弱项，让老年人安享晚年。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完善养老产业结
构、产业技术、产业金融等具体政策，出台财税
优惠、人才培养、护理保险等一系列保障政策，
有效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拓宽投融资渠
道，全面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医养结合服务，
实现服务可及性、普惠性、可持续性发展。整合
卫生健康、民政、医保等部门评估标准，建立并
完善统一的老年人照护需求评估机制。

智慧技术赋能养老产业升级改造。加快推进
“虚拟养老院”“智慧服务平台”建设，搭建区域
性养老服务线上平台，为老年群体或家属提供在
线预约上门就诊、应急救助等医疗服务。聚焦智
能传感、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研发
一批“老年友好型”科技创新产品，例如适老化
家电、康复辅助器具、智能家居与陪伴机器人
等，优化居家养老服务智能化产品供给。细分老
龄产品市场，推动线下体验与线上购买相结合模
式，鼓励企业提供老年群体个性化定制服务，培
育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

聚焦老年群体多元化消费需求。探索“医
养+康养+旅养+乐养”融合发展模式，满足老年
群体对健康保障、精神文化以及社交娱乐等方面
需求。以老年人体验评价作为检验政策成效、企
业发展成果“试金石”，优化养老服务举措，增
强老年人获得感和幸福感。根据不同年龄层次老
年群体，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扩大老年健康和医
养结合服务管理人员培训覆盖面，建设职业化、
规范化、专业化养老护理员队伍。

（郭笑雨张珂侨，载《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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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81岁老人吴森泉（左）在助浴师的
陪同下进入移动助浴车接受助浴服务。 （黄宗治 摄 新华社发）

老人在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清华社
区的幸福食堂用餐。（徐昱 摄 新华社发）

巡诊医生在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老人进行血糖
监测。 （徐昱 摄 新华社发）

在山东省日照市泰安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老人在护理人员帮助下做康复训练游戏。

（才扬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