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安享享晚晚年年，，老老人人有有了了满满满满幸幸福福感感
济宁市被确定为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市，医养结合“济宁范儿”获赞

本报记者 康宇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实施规划》中提出，深入实
施“健康山东”战略，促进医疗、
养老、养生、体育等多业态融合
发展，打造全方位、全周期健康
服务产业链，创建国家医养结合
示范省。

作为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
行市，济宁在医养结合上不断探
索，济宁任城区、邹城市、嘉祥
县、兖州区、曲阜市、汶上县、微
山县当选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
行县(市、区)，形成了“医中有养、
养中有医、医联结合、居家巡诊”
的医养结合类型，初步实现了
防、医、养、康、护一条龙服务。在
城市社区和农村，医养结合养老
模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受益，
走出了独特的医养结合“济宁模
式”。

“养老病床”
解决养老最后一公里

“这的医护人员都很贴
心 ,连生活用品都给准备好 ,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我
们。在这的生活不仅比家里
好 ,身体恢复的也快。”78岁
的孔爷爷笑着说。

一个月前 ,孔爷爷和老
伴儿俩人都因身体不舒服来
到曲阜书院卫生院就诊 ,当
看到医院环境服务都很好 ,
足不出院就能享受到医疗、
养老资源 ,索性回家与子女
商量后 ,便和老伴儿住进了
卫生院进行康复治疗。

两位老人坦言 ,在家的
时候因行动不便还要经常跑
医院 ,不断往返既耽误了治
疗也增加了子女负担。现在
在医院一次性都能解决 ,子
女也能安心的工作 ,有时间
了就会过来看看。“等把病养
好了 ,我再和孩子商量商量
在这养老的事情 ,病床直接
就能变成养护床。”

“书院、小雪等4家卫生
院整合现有医疗资源 ,设立
涵盖保健区、护理区、康复区
和多功能活动区的医养融合
服务区 ,联合养老生活照料
机构 ,为老人提供日间生活
照料、精神慰藉、疾病治疗等
温馨服务。”作为全省医养结
合示范先行市，曲阜有着自
己的独特“方案”。曲阜卫生
计生局副局长张宾说 ,此项
措施不仅节约了医疗资源 ,
缩短了紧急情况救援时间 ,
同时也免去转院的麻烦 ,真
正实现了“医中有养”。

市场需求旺盛
亟待更多人才加入

在兖州社会福利服务中

心 , 7 6岁的杨慧娟和老伴儿
住在这里一年多了 ,老人所
居住的房间有独立的卫浴
和阳光充足的小阳台。“邻
居住得都是老熟人 ,有人唠
嗑 ,一点不寂寞 ,还经常有医
生来给检查身体。”杨慧娟
说 ,没想到晚年过得这么好 ,
很知足。

兖州社会福利中心于
2013年10月建成并交由兖
州中医院托管。医院在福利
中心组建医疗康复区 ,医疗
康复区设内科、外科、老年
病科、针推康复科、临终关
怀病房和检验、放射等学科,
形成功能相对完善、以给老
年人提供基本医疗和康复
服务为主的综合治疗区。

医养融合符合老百姓
“忠孝两全”的理念 ,既弥补
了家庭养老人力的不足 ,同
时与住院治疗相比又能节
省费用1000至3000元 ,缓解
了家属、儿女的生活和工作
压力 ,深受老百姓的一致认
可。有效解决了老年群体医
疗和养老两大难题 ,让有需
要的老人都能拥有一个幸
福的晚年生活。“医养结合
既要养 ,更注重医 ,专业的医
疗护理才是失能、失智老人
最急需的服务。现有医务人
员多是临床思维 ,只重视疾
病治疗 ,缺乏必要的全科医
疗思维理念,特别对老年病、
老年健康管理及老年照护
有一定研究的专业人才相
对匮乏。”兖州中医院院长
孔庆民说 ,医院也面向社会
招聘有医学经历的医疗、护
理、康复等相关专业人员做
生活照护员。目前从事专业
照护的 3 0多名护理员均通
过了老年护理专业轮训 ,并
取得老年照护相应资格 ,但
是这对老年人医疗养老来
说还是不足的。

医康养相结合
“济宁模式”获点赞

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医
养结合养老模式让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受益，走出了独
特的医养结合“济宁模式”。
济宁还将积极支持医疗机
构开展养老服务，支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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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老年人就医需求。
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
务 ，养 老 机 构 内 部 设 置 诊
所、卫生室、医务室、护理站
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
理。到2020年底，所有养老
机构能够提供医疗服务，护
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总数
的 3 0 % 以 上 。支 持 医 疗 机
构、养老机构开展多种形式
合作，建立医养联动工作机
制，打造医疗养老服务共同
体、发展共同体。积极推广
乡镇卫生院、养老院“两院
一体”模式 ,实现机构共建、
资源共享、服务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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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医养相关产
业跨界融合。根据本地的资
源优势、产业基础及产业发
展趋势，探索发展“医养结
合 +旅游”、“医养结合 +体
育”、“医养结合+企业”等新
业态，培育、发展符合当地
实际的医养健康产业，打造
集健康、养生、养老、生态、
旅游功能于一体的医养结
合服务综合体 ,满足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养健
康需求。

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深入实施中医治未病

健康工程，在中医医院及有
条件的综合医院设立治未
病中心或治未病科室，以老
年人为重点开发中医养生
保健技术和产品，提供规范
的中医健康干预服务。把中
医药文化融入健康养老全
过程。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
智 慧 、健 康 理 念 和 知 识 方
法，培养老年人健康科学的
生活方式。推进中医药体验
式服务融入老年旅游、传统

文化等主题项目建设。
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智慧化、产品智能化。鼓
励探索基于互联网的医养
结 合 服 务 新 模 式 ，针 对 家
庭、社区、机构等不同环境，
研发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
备、便携式和自助式健康监
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
和康复辅助器具、家庭服务
机器人等，促进医养结合服
务便捷、精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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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书院卫生院医护人员指导老人进行康复训练(资料图）。

曲阜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

人员开展居家“医康养”服务（资料

图）。

宽敞明亮的环境提升老人幸福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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