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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淄博市级公立医院的新战场
记者 张荐博

蓄力

11月最后一周的淄博，气温
骤降。

位于周村区新建中路75号的
淄博市中医医院西院区医养中心
内，温暖如春。

这是该院西院区原病房楼。
自今年3月起，这里便进入修缮改
造阶段。7个月后的10月9日，再次
进入公众视野的它更名为“淄博
市中医医院医养中心”。

这表明，背靠市级三甲公立
医院，这一备受外界瞩目的、由公
立医院掌舵的医养中心正式对外
开放。

数据显示：该医养中心开放
照护床位300张、医疗床位60张，
并设置照护、医疗、娱乐、健身、康
复等功能分区，主要为高龄和失
能、半失能长者提供养老、康复、
医疗等长期照护服务。

记者获知，作为首家由淄博
市级公立医院创立的医养中心，
该中心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已经
接收十多名老人……

迹象早已在今年年初显现。
彼时，淄博市中医医院完成

和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淄博市
骨科医院)的合并。一方是淄博
中医行业龙头，另一方是深耕鲁
中多年的骨科诊疗专业医疗机
构，两者的合并联手自然传递了
诸多事关未来的猜想。

医养康复是关键一环。当
时，淄博市中医医院曾发出明确
信号：除中医、中药外，康复是未
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
而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又顶着

“淄博市康复医院”的头衔。
因此，尽管两家医院赛道不

同，但双方在医养康复领域的筹
谋与实践，确实让外界对这场战
略重构给出了“发力医养康复”
的判断。

作出上述判断的另一个重
要依据是，2022年淄博市中医医
院就已明确发力医养这一风向。

是年2月，淄博市人大代表、
淄博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孙辉
在淄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上表示，要推动中医医疗机构
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打造中医
药特色“医养结合”新模式。

“中医药在健康养老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孙辉认为，
中医医疗机构可依托专业的医
疗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雄厚
的人才梯队，将医疗支撑与专护
养老、健康养老高度融合，可实
现“一床到老”的医养结合新理
念。

而在孙辉提出上述观点前，
这家医院在医养领域早已铺
垫——— 早在2018年9月，淄博市
中医医院就与周村保健养老护
理服务中心、社会福利康复托养

中心等四家养老机构签订了医
疗服务协议，并在院举办医养结
合技能培训班。

当时，淄博市中医医院选择
与养老机构合作，更多是定期派
专家到机构开展慢病指导及会
诊、提供护理与康复指导等服
务。真正提出筹备建设医养中心
工作是2021年。当时，淄博市中
医医院出台一个名为《医养结合
工作建设规划》的文件。

上述文件中，该院对打造中
医药特色医养模式的发展有着
明确指导，其中便包括首次提出
建设医养中心。

发力医养，蓄力已久。那么，
淄博市中医医院是否能够在医
养赛道突出重围？

重围

人口老龄化，养老产业炙手
可热，医养结合渐成大势。众多机
构纷纷通过自建或通过与医院合
作引进资源等方式，进入医养领
域。

比如，淄博市传齐康养发展
有限公司前身——— 淄博市老年福
利服务中心曾一度牵手淄博一头
部医院打造上述概念并付诸行
动。不过，后来，这一尝试随着上
述医院的撤出以及该中心的相关
调整而暂时被搁置。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进军
养老产业？”这是当时淄博一家医
院发出的声音。

在他们看来，公立医院具备
良好的设施、技术、服务能力，自
办养老机构能够有效解决“养老
院看不了病，医院养不了老”的
痼疾。

正是冲着这一优势，继张店
区中医院建成淄博市张店区中
医康复养生院等医养结合型养
老机构后，重组后的淄博市中医
医院直接在院成立医养中心，一
步到位。

如此干脆的动作背后，淄博
市中医医院医养中心手中到底攥
有哪些底牌？

记者发现，在医养中心成立
之初，淄博市中医医院直接抛出

“中医养老”的底牌。
“中医办养老，将对老年人的

慢病、老年病管理等融入更多中
医药特色技术。”淄博市中医医院
医养中心负责人王丽丽表示。

于是，随着体质辨识、药膳食
疗、中药膏方等措施的接连派出，
该医养中心也将“医养一体”理念
与中医“治未病”理念相结合，发
挥中医药在老年病、慢性病中的
预防、养生、保健、健康管理方面
的独特优势，开展体质辨识、各种
灸法、推拿、理疗、穴位贴敷等中
医药技术。

特色鲜明的同时，淄博市中
医医院医养中心还拥有坚实的

“后盾”——— 医院医疗资源：对
“外”，医养中心依托淄博市中医
医院3个国家重点中医专科，9个
省级中医药临床重点专科，多个

市级重点专科等医疗资源和磁共
振、CT等先进医疗设备优势，助
力医养融合；对“内”，医养中心将
区域划分为医疗区和照护区，两
大区域彼此独立又紧密结合，当
老人需医疗救治时可第一时间由
照护区转入医疗区。

“同时，我们还开辟了照护区
与医疗区、西院区与院总部、医养
中心与社区的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实现了养老与医疗资源无缝
衔接，打通了‘养老治病一体化’
的通道。”王丽丽说。

医养在前，康复紧随其后。
淄博市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年初淄博市骨科医院
并入淄博市中医医院，加挂淄博
市骨科医院、淄博市康复医院牌
子，一定程度上填充并丰盈了淄
博市中医医院医养康复框架。

淄博市中医医院在原有中
医优势基础上，骨科微创、运动
医学康复方面优势明显，对患外
伤的老年患者具备丰富康复经
验。这位负责人表示，与骨科医
院的融合无疑助力了该院的康
复医学，为医养中心突出重围再
添一张底牌。

争夺内圈

淄博市中医医院为何选择
发力医养？

数据显示：目前，淄博65岁
以上老年人口已超16%，深度老
龄化已成为现实。

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医
疗机构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也是大势所趋。

在此背景下，资源、实力支
撑下，淄博市中医医院成为探索
者之一不难被理解。

不仅如此，记者发现，近年
来，淄博为不断推进健康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开展一系列医养
结合示范创建工作，并印发《淄
博市深入推进医养结合示范创
建工作方案》。

比如，去年，淄博曾将公立
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纳
入市政府重大民生实事项目，推
进医疗机构增设养老服务，养老
机构增设医疗服务，试图打造医
养结合“淄博模式”。

与此同时，淄博还鼓励医养
结合机构普及中医药适宜技术，
探索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新路
径。

有此引导，淄博市中医医院
创立医养中心发力医养领域，并
借此强势进入淄博“养老”产业
争夺战的内圈。

“通过借力完善医院的康复
链条，做大做强康复医学，提升
老年群体康养照护水平的同时
夯实中医主业，也是推动医院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淄博市
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他看来，通过“中医特色”
这一独特优势，该院日后将在医
养康复这条赛道上走出属于自
己的路径。

回归现实，尽管该医养中心
隶属淄博市三甲公立医院，但起
步之初仍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

服务人群是淄博市乃至山
东省老年人群，但就选址来看，
该医养中心位于周村区的淄博
市中医医院西院区，就辐射影响
力来说广度不够。

同时，在大数据时代，信息
化高速发展，该中心也面临信息
管理效率不高、服务流程不快
捷、不便捷等问题。

对此，淄博市中医医院医养
中心负责人坦言，目前中心在信
息化与智能化方面确实有所欠
缺，但是坚信在社会各界及院领
导的支持下，将不遗余力扩大服
务人群辐射区域，加强该中心数
字意识，将传统的运营管理模式
和流程依托智慧养老平台进行
重构，将构建养老服务的信息
化、智能化、标准化管理，整体提
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方向存在，竞争对手也不示
弱。今年11月，“健康山东”微信
公众号曾发布，博山区岜山万杰
医院和源泉中心卫生院被确定
为全省首批中医药特色医养结
合示范基地创建单位。

由此可见，在“中医养老”这
一赛道上作为淄博首个发力中
医养老市级公立医院，淄博市中
医医院接下来的动作，同样重
要。

人口老龄化来袭，医养结合似乎已成大势所趋。
绸缪应对老龄化高峰的淄博，各方争相布局养老产业的背景下，淄博各大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机构

发力医养的意图，也愈发明显。
这当然也包括公立医院。
记者获知，淄博市中医医院医养中心近日已正式开诊。这是淄博市级公立医院阵营中，以全院之力

创立医养中心的首次尝试，也是淄博发力“医养”命题的又一实践。
自此，淄博一众“医养中心”无市级公立医院掌舵的历史就此改写。
那么，以中医特色立于医养赛道之上的淄博市中医医院，能否在这一版图上开拓出一条独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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