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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加速
呈失能化空巢化趋势

据了解，近年来山东人口老龄化加
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65岁及以上老年
人已经接近1400万，占总人口的13 .99%，
分别较上年增加89万人和0 . 81个百分
点，而且日益呈现出高龄化、失能化、空
巢化趋势。与此同时，我省失能和部分失
能老年人口也在大量增加，生活护理需
求与医疗健康需求双重叠加，迫切需要
推动医养结合。因此，山东启动创建全国
医养结合示范省工作已是势在必行。

26日，省民政厅厅长陈先运在会议
中介绍，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正加快养老
服务业转型升级，初步形成了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全
省正在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有2031家，
其中内设医院的200家，内设诊所、卫生
室的1000家，纳入医保定点110家，80%以
上的小型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农村幸福院与周边医院、医疗诊所或卫
生室建立了合作关系。”陈先运说。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省卫生计生委
也将创建医养结合示范省纳入全委重
点工程，完善政策措施、健全标准规范、
创新服务模式，示范创建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绩。“一是制定完善医养结合政策
规范，二是组织开展全省老年人健康评
估，三是加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
四是指导各地开展示范创建。”山东省
卫生计生委主任袭燕说。

今年年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力争覆盖七成以上常住老人

不过，当下我省养老服务机构也面
临不少困难和问题。陈先运分析，一是

有效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护理型床位
缺口大，不能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
需求；二是医养结合覆盖不够全面，尤
其是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比较欠缺；三是
从业人员年龄偏大、专业素养不高，队
伍不够稳定。

为全面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统筹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及社会各
方面资源，推动医养结合创新融合发
展，近日我省印发并实施《山东省创建
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工作方案》（以下
称“方案”），我省医养结合工作有了明
确的时间表。

根据“方案”要求，到2018年底，将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养结合政策体系、
标准规范、管理制度和专业化人才培养
制度，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患
病老年人得到有效治疗。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力争覆盖70%以上的常住老年人
群，90%以上的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
就医绿色通道，80%以上的养老机构提
供医疗护理服务。培育200个左右省级
智慧健康养老示范社区，50个左右省级
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50个左右省级
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

到2020年底，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服
务体系将全面建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力争覆盖所有常住老年人群，所有医疗
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就医绿色通道，所有
养老机构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
服务。建成50个左右国家级智慧健康养
老示范社区、10个左右国家级智慧健康
养老示范基地、10个左右国家级智慧健
康养老示范企业，打造一批健康养老知
名品牌和健康养老产业集群。

到2022年底，服务模式智慧化、投
资主体多元化、服务队伍专业化、服务
流程标准化、服务品牌高端化的医养结
合服务体系全面形成，老年人健康养老
管理服务全面覆盖，智能健康养老服务
产品全面推广，智慧医养、智能照护服

务全面普及。以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为
导向的医养健康产业繁荣发展。

80个县800个乡镇
将创建示范先行区

“方案”明确实施试点示范，2018年
先行选择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济宁、
威海6个市、全省80个县（市、区）、800个
左右的乡镇（街道）创建医养结合示范
先行区。

根据《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市、
县（市、区）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称

“指南”）要求，各先行市所辖各县（市、
区），先行县（市、区）均应建立1所健康
养老需求综合评估中心，开展健康养老
监测。另外，至少有1所医疗机构开展安
宁疗护服务。

同时“指南”要求，试点示范地区要
建立集居家社区养老、医疗救护、健康
咨询、生理监测、远程健康管理、养生康
复、亲情关爱、互助养老等功能于一体
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老年人尤其是
独居、空巢老人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的全天候无缝对接。

“指南”明确，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养
老服务，医疗机构设置的医养结合、老
年病、安宁疗护等床位不列入平均住院
日统计指标。鼓励改造一批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及非建制乡(镇、街道)所在地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向康复、护理
和养老服务延伸。到2018年底，所有医
疗机构能为老年人提供就医绿色通道。

同时，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
务。养老机构应按照相应类别医疗机构
的基本标准和有关管理规范设置专科
医院、护理院（站）或门诊部、卫生所

（室）、医务室等，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医
疗服务。到2018年底，所有养老机构能
够提供医疗服务，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
占比不超过40%，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
位总数的30%以上。

22002200年年养养老老机机构构医医护护服服务务全全覆覆盖盖
山东启动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济青烟等六市为先行示范市

26日上午，省政府召开创建全国
医养结合示范省启动会议。记者了解
到，到2020年底，我省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服务体系将全面建成。同时，山
东确定济南、青岛等6市为医养结合
先行示范市，历下区、天桥区等80个
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县（市、区），2018年
底，这些试点的养老机构都将能提供
医疗服务，所有医疗机构能为老年人
提供就医绿色通道。

“指南”提出，鼓励医务人员
到医养结合机构提供医疗、保健、
康复及护理服务，支持有相关专
业特长的医师及专业人员开展疾
病预防、营养、中医调理养生等非
诊疗行为的健康服务。

“指南”还提到，要鼓励社会
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积极推
行公建民营，支持社会办大型医
养结合走集团化发展道路。“希望
在人员配备、硬件评审和医保政
策等方面，能给予公私同等对
待。”济南舜德护理院院长张英认
为，公建民营能有效实现资源互
补，集团化发展也将利于标准化
的推广实施。

记者此前调查了解到，不少
养老机构存在留不住人的难题。
为此“指南”明确，建立完善医养
结合相关工作人员的激励和使用
政策。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护人
员享有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同等
的职称评审、专业技术培训和继
续医学教育等资格。完善并落实
本专科毕业生和技师学院、高级
技工学校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
作奖励补助政策。

同时，加大对全科医生、老年
护理专业护士、健康管理师、养老
护理员等人才的常态化培训力
度。到2018年底，持证上岗的养老
护理员比例达到50%以上。

“激励政策让养老机构更能
留得住人才，也有利于机构的长
远发展。”张英说。

另外，“指南”还提出，将符合
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
构，按规定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
险定点范围。将老年人纳入大病
保险保障范围，按规定对建档立
卡农村贫困老年人口实行倾斜性
政策。 本报记者 王小蒙

葛相关链接

年年底底持持证证上上岗岗护护理理员员

比比例例将将达达到到半半数数以以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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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南部一家养老机构，医护人

员正在指导老人做康复训练。

济南：济南国际医
学科学中心总体布局

已初现雏形，中心正结合
创建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加
快国家医疗健康产业综合
实验区申报工作。

烟台：把健康养老
产业作为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要抓手,目前，
烟台市已建成医养结合服务
机构195处，医养结合床位
达到13000多张。

威海：目前，威海
100%的医疗机构开通

了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
100%的养老机构实现了医疗服
务。建成医养结合综合体
16处，1处省级医养结
合示范单位。

青岛：将开展农
村和居家医养结合服

务工作试点，开展防、医、
养、康、护一条龙服务；开展智
慧健康养老服务试点，构建
智能化医养结合服务
体系。

潍坊：近年来，潍
坊市坚持医养事业与

医养产业两翼互动，大力
推进养医合作、以医融养、以
养融医、医养一体和居家
签约的医养结合五种
模式。

济宁：今年济宁市
将资助建成30个示范

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新建
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30个、
农村幸福院100个。今年，
济宁市还将新增养
老床位5000张。

医养结合
六市这样做

医养结合工作时间表

2018年底

2020年底

2022年底

90%以上的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
供就医绿色通道，80%以上的养
老机构提供医疗护理服务。

所有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就
医绿色通道，所有养老机构为入
住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

老年人健康养老管理服务全面
覆盖，智能健康养老服务产品全
面推广，智慧医养、智能照护服
务全面普及。本报记者 台雪超 马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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