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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护理员小林都会上门为82
岁的廖爷爷服务，协助他日常洗漱、进
食，以及为他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还
帮助进行肢体康复训练。多年前，廖爷
爷因截瘫导致肢体丧失能力，生活无法
自理，被评定为重度失能。作为最早一
批申请并享受长护险的失能人员，自从
有了专业和细心的照料，他的生活质量

得到明显改善。
据2024年浙江省老年人口和老龄事

业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户籍人口来算，
湖州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比例均达到30%以上，失能
老人护理需求、长期照护需求增加。

面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
情况，湖州于2023年率先在吴兴区推

行长护险，今年起在全市域全面推行，
以“一把尺”“一个家”“一本账”打造
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湖州长护
样板”。

半年时间过去了，长护险护理员的
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失能老人及
家属对长护险的服务体验感如何？连日
来，记者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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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评估专家带着专业设备来
到吴兴区织里镇汤溇村乔大爷家中。她
仔细观察着老人的起居环境，轻声细语
地询问日常起居细节，并俯身检查老人
的肢体活动能力。这套被称为“望闻问
切”的评估法，已成为湖州长护险的标
志性工作方法。

“科学精准的评估是长护险制度公平

实施的基石，直接关系到保障资源的合
理分配和失能人员的切身利益。过去评
估失能，要跑四五个部门，民政、残联
等部门对失能等级的认定各有标准，老
百姓要多个部门跑。”湖州市医保局表
示，曾经多头管理导致的重复评估、标
准不一，让失能家庭苦不堪言。

于是，湖州市医保局去年联合多部

门出台《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实施细则》。
这份文件统一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并
建立标准化评估专家库，从日常生活能
力、认知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3大
类22项指标中划分5级失能状态，将重
度失能人员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轻
度、中度失能人员纳入民政护理服务
库，实现“一把尺子量到底”。

在吴兴区东林镇保国村，王子文的
女儿全程见证了新评估流程：村委会工
作人员、评估专家、评估员与监护人

“四方在场”，系统自动推送标准化问
卷，评估专家严格遵循现场实际观察情
况，如实填写评估问卷。完成提交后，
系统基于问卷采集的详实数据，自动生
成评估结论。整个评估流程全程公开透
明，有据可依。

为确保这把“尺子”精准，湖州组
建了800余人的专业评估队伍。评估专
家不仅要观察生活能力、询问患者感
受，还需综合家属陈述和邻里反馈，全
程“望闻问切”，全程录像存档。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这套方法已服务8804名
失能人员，年龄跨度从2岁幼儿到107
岁老人。

“浙里办”App的上线更让服务提
速。长兴县75岁的陈为红老人家属回
忆：“上午提交材料，第二天评估人员就
上门了。”老人家属在了解了长护险的待
遇政策后，决定送老人到护理机构入
住，享受每日50元的保险补贴。截至目
前，全市长护险参保人数达295.53 万
人，累计服务重度失能人员7135名。

“一把尺”保障准入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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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太湖智护平台”驾驶舱，电
子屏上实时跳动着全市长护险的运行数
据：服务时长106.36万小时，项目服务
累计354.40 万次，满意度 99.76%……
同时展示湖州市地图的屏幕上密密麻
麻分布着红、绿、黄三色的点，每一
个点都代表着当天失能人员的护理服
务状态。

“既要雪中送炭，也要细水长流。”
工作人员道出运营智慧。这套系统通过
蓝牙信标打卡、AI语音稽核，实现服务
全程留痕。

长护险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合理的
制度体系，还得益于科学管理的“一本
账”。湖州通过多元筹资、动态调整、优
化服务、智能监管，确保基金“花在刀
刃上”。

家住吴兴区红丰家园的李大爷因脑
梗失能，入住绿康护理机构每月需支付
4000元的护理费用，给家庭带来沉重负
担。自长护险政策开展后，经评估李大
爷符合重度失能标准，且因绿康属于长
护险定点机构，李大爷每天可享50元补
贴，剩余金额养老金完全覆盖。这不仅
让李大爷得到持续专业照护，也让家人
卸下经济重担。

统计表明，在筹资机制上，湖州
坚持“个人出小头，政府出大头”的
原则。按每人每年90元定额筹资，职
工费用由医保基金与个人账户分担，
城乡居民仅需自付30元，其余由财政
补助。

待遇支付方面，机构护理每日支
付限额 50 元，居家护理月限额 1200
元。系统数据显示，居家护理占比
达 62.17%，更契合群众偏好。“这种
差异化的支付标准，既满足了不同家庭的需
求，又确保了基金的合理使用。”市医保局
表示。

今年5月，市医保局出台了《湖州市长期护
理保险居家护理人员服务规范手册》规范居家
护理的行为准则及服务流程。浙江普康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长护险负责人王星星对监管制度深
有感触：“虽说等级评定压力大，但实实在在提
升了护理员的服务质量。我们现在不仅有了标
准化服务流程，还新增服务后评定、失能人员
检查、家属满意度调查等内容，以及对护理员
上门服务的实施监管等措施，这些措施也便于
我们对护理员进行集中管理。”

不少失能老人的家属说出期待：“希望长护
险能覆盖更多服务项目，让更多失能老人得到更
好的照顾。”对此，市医保局回应：“我们正在
积极拓展医疗护理、认知症照护、辅具租赁等
专业服务，同时将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等
多渠道提高政策知晓度，让这项惠民政策更好
地服务群众。”

市医保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长护险制
度体系，重点完善筹资机制和服务供给，是让
每一位有需要的失能老人都能享受到有温度、
有质量的照护服务。

德清县阜溪街道的陆企新老人家
里，护理员王敏常为老人做肢体按摩。
之前，王敏冒雨赶来处理老人突发不适
的场景，让全家人记忆犹新。王敏不仅
帮忙把老人送到医院，还一直陪护到转
危为安，让陆爷爷家里人很感动。如
今，已把她也当成家里人对待。

这样的转变来之不易。吴兴区试点
初期调研显示，持证护理员缺口大，现
有人员也常遭遇“门难进、脸难看”的
窘境。不少护理员回忆，第一次上门为
失能人员服务时，失能人员对护理很
抗拒。这样的情况在护理工作中并不
少见——护理员们既要应对专业技能不
足的困境，又要化解患者的心理防线。

“只有持续精进护理技能，让专业能
力成为坚实后盾，才能以更高效、更贴
心的服务真正温暖患者的心灵。”这是湖
州护理员们共同的心声。湖州市长护中
心在专业能力建设方面，建立了标准化
培训体系，为此与湖州师范学院合作建
立护理员实训基地。

33岁的护理员李宁宁入行两年多，
她曾参加吴兴区第一届长护险护理技能
大赛，凭借较为标准的穿衣、喂药操作
获得三等奖。她表示，比赛让她更加专
业。在德清县莫干山镇服务的高阿姨跟
着资深护理员学习后，掌握了专业的康
复手法。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795名护
理员通过培训获得专业资质。

更令人感动的是，许多护理员与患
者建立了深厚感情。“失能人员从最初的
暴躁到逐渐的改善，信任慢慢建立，后
来连家中的钥匙都放心交给我。”护理员
李宁宁说。她说起这份工作，内心还是
很有成就感的。

如何给护理员一个“家”？我市通过
系统性举措为护理员构搭建可靠保障的
家园。今年1月，湖州市长护中心在吴
兴月河街道吉山社区设立了全市首个

“长护之家”，截至目前，陆续有南浔
善琏、长兴和平等 17个“长护之家”
成立，成为 853 名护理人员的“温暖
港湾”。

南浔善琏“长护之家”工作人员沈
衍伶介绍，这些驿站不仅提供休息场
所，也是一个政策宣传窗口和应急服务
站。护理员可在天冷时来热饭，天热时
来吹会空调休息。更重要的是，一旦护
理人员上门服务
遇到突发状况，

“长护之家”可提
供应急措施。

“现在终于能
睡个安稳觉了。”
失能老人的家属
们不约而同地感
慨，道出了长护
险服务带来的改
变。为保障服务

质量，湖州建立了覆盖市县两级的服
务网络。1个市级中心和5个区县分中
心统一管理着90家护理机构和21家居
家护理机构，在“赛马比拼”机制下
展开良性竞争。安吉县某养老机构因
服务质量不达标被要求整改，负责人
坦言：“现在必须提升水平，否则没资
格‘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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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现场开展“多评合一”工作。

南浔区善琏镇的“长护之家”。

长护险背后的“三个一”

“一个家”破解护理难题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困扰许多家庭，为此，长期护理保障责任工作在吴兴区试点
推行的基础上，今年起在全市域全面推行——

专家现场给失能老人开展评估。

护理员参加技能大赛。

护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