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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随着社会老龄化日益凸显，预
计2025年，我省人口老龄化率将达
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面对
如此情势，近年来，我省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正从无到有，逐步健全。

家住福州温泉街道的张大爷
（化姓）今年 92 岁，长期卧床加上
听力障碍，让家人在照护老人方面
投入了不少心力。

前段时间，温泉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严为国根据社
区提供的失能老人名单，上门为张
大爷做了失能老人健康评估，并针
对他的情况，指导家属帮助老人科
学喂食、翻身，以及心理照护等。

“过去遇到照料上的问题不知
道该上哪寻求帮助，现在能得到一
年1~2次免费的上门服务，感觉收
获很大。”张大爷的家人感激地说。

近年来，我省将老年健康与医
养结合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每年有10000名以上失能
老人能获得健康评估与服务。老人
心理关爱、老年口腔健康、老人失能
预防与干预、安宁疗护、家庭病床等
老年健康服务在全省逐步推广。

除了关注失能老人，与更多老
人就医相关的老年医学科建设正
受到越来越多医院的重视。

老人基础病多且复杂，相比于
专科治疗，老年医学科更侧重老年
疾病的综合治疗和全程管理。但
在几年前，老年科还属于边缘学
科，即使在省属大医院，老年科也
是屈指可数。

这两年，随着国家政策的倾
斜，我省各医院开始相继设立老年
科。作为我省老年医学人才培训
基地之一，福建省立医院从去年开
始陆续培训了80多名老年医学科
医护人员，他们中有省内各级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专科医
生，也有医养结合机构的医护人
员。

谈及这几年老年医学科的建

设发展，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林帆的言语中透着欣喜。她告诉
记者，不少人培训后返回当地医院
组建老年科，有的医院还担负起下
一批老年医学人才培训的重任，不
断开枝散叶。截至目前，我省二级
及以上综合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
的比例已达54.8%。

医养结合 智慧助老
在加强老年健康服务的同时，

我省还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截至
2021年底，全省共有172家医养结
合机构，医养结合床位 45262 张，
比 2018 年 分 别 增 加 282.2% 、
565.6%。智慧助老、创建全国敬老
文明号、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敬老月等
活动深入全社会各个层面，养老孝
老敬老社会氛围持续浓厚。

作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近年来，泉州的丰泽社区不
断探索、拓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
涵，为社区老人构筑一家“没有围
墙的养老院”，让老人们感受来自
社区大家庭的关爱。

每天醒来，家住丰泽社区的许
大爷（化姓）就能通过安装在家中
的智能照护设备监测自己的血压
和心率，随后数据会实时传输到位
于泉州医高专的终端设备。一旦
数据出现异常，社区医生就会联系
许大爷，上门为他检查身体。据社
区党委第一书记杨婷婷介绍，该社
区已为 100 多户老人安装智能照
护设备终端，提供健康宣讲及健康
指导400多次，成为我省创新养老
服务的一大亮点。

通过定期入户摸排、造册登
记，该社区掌握、建立65周岁以上
社区老人健康信息台账，并进行分
类服务，为特殊服务对象、90岁以
上、独居、失能、半失能老人，安装
应急呼救报警系统、配备老年手
机，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

丰泽社区还联合专业医护团
队，建立爱心小屋、远程照护复健
室，方便老年人就近定期健康体
查，及时给予生理、心理健康指
导。志愿者也会主动走进有需求

的老人家中，提供陪诊、陪聊、购物
等服务。

据了解，今年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老龄司发布拟命名的 1000 个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中，
福建就有35个社区入选。

“小”事不小视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三孩”

政策的落地，对我省妇幼健康服务
提出更高要求。

众所周知，产科危重症是导致
胎儿和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遇
到此类情况，就成了一场与时间争
夺新生命的比赛，需要多部门配合
协作，保障母亲和孩子生命健康。

家住福清的杨女士（化姓）在
福清市妇幼保健院急诊时发现心
衰迹象，医院随即与其医联体单
位，同时也是市级危重症孕产妇救
治中心之一的福州市第一医院取
得联系，在转诊过程中严密监控杨
女士各项相关生命健康指标，同时
市一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将杨女士
直接转入OICU，最后确保了母子
平安。

为提升母婴救治能力，福清市
妇幼保健院还与福建省妇幼保健
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促进省妇幼
保健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采取专
家驻点与非驻点两种方式，通过指
导培训、专家门诊、义诊、教学查
房、手术帮扶等方式，促进持续改
进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让福清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高端优质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截至2021年底，全省
省、市、县三级危重症孕产妇救治
中心共有 93 个，帮助无数家庭迎
接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通过严格落实母婴安全五项
制度，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新生儿
死亡。2021 年度，全省孕产妇、5
岁以下儿童及婴儿死亡率等 3 项
妇女儿童关键指标分别为8.77/10
万、3.43‰、2.32‰，均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呈现稳中向好趋势。

我省还大力加强妇女儿童公
共卫生服务。2021年度，全省孕产
妇和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分
别为92.75%和94.19%，7岁以下儿
童健康管理率为 95.84﹪，儿童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5%以
上，15 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
携带率降至1%以下。

坚持普惠优先
在我国，托育服务是民生热

词，特别是在“三孩”政策背景下，
“幼有所育”被摆上前所未有的重
要位置。但养育成本高、婴幼儿无
人照护等诸多因素，也让不少职场
夫妻“不敢生”。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自2020
年起，福建省连续3年将普惠托育
服务发展作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
实事项目。

家住南平的王女士（化姓）一
家就着实感受到普惠托育带来的
便利。因为夫妻俩同为教师，且双
方父母不在身边，要养育家中二
孩，两人时间精力都有限。

得知武夷山市书香童年托育
园是省级普惠托育试点示范机构，
且整年托育费用只要 1.2 万~1.5
万元，王女士放心地将一岁半的二
宝送入托育园。因为有同龄孩子
的陪伴，还有老师精细化的照护，
王女士发现二宝的语言发育有了
很大提升。

该托育园园长钱蕾蕾告诉记
者，托育园虽然价格普惠，但始终
力求高品质内涵。除了“托”儿，更
针对1~3岁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承
担“育”儿任务，切实解决了双职工
家庭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我省于2020年、2021
年分别下达1950万元、2600万元，
建设省级普惠托育试点示范机构
50 个，建成高标准普惠托位 5000
个。2022年，省委省政府加大投入
力度，安排 15000 万元，计划建成
200 家托育机构、15000 个普惠性
托位。

积极发展的托育服务，减轻了
家庭婴幼儿照护方面的养育压力
和经济负担，也对稳定和改善宏观
人口形势等方面意义重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聚焦“一老一小”、
坚持需求导向，我省正始终全力推
进养老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

“一老”与“一小”的幸福生活注入
新动能，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

关注“一老一小”织密民生保障网

□本报记者 林颖
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一老一小”是百姓关心的大事，完善“一老

一小”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事关千家万户。进入“十四
五”，我省又是如何积极完善“一老一小”的全周期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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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