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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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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启动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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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河南有了路线图
本报记者 冯金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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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见温情
本报记者 王正勋 通讯员 任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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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8 月
22日，2020年老年健康宣传周活
动河南省启动仪式在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罗旺世医养
结合健康管理中心举行。此次活
动旨在宣传普及老年健康政策和
科学知识，切实提高老年人的健
康水平。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省
老龄委副主任、省老龄办主任阚
全程，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老
龄办常务副主任王成增，郑州市
副市长孙晓红等200多人参加启
动仪式。

今年8月24日~30日是全国
第二个老年健康宣传周，主题是

“提升健康素养，乐享银龄生
活”。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全省各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老年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
势，面向老年人及其照护者，通俗
易懂地宣传老年人免费体检、健
康管理、慢性病管理等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宣传老年人
健康知识和家庭照料技能，宣传

医养结合等老年健康服务；结合老
年人的特点，围绕常态化疫情防
控、营养膳食、运动健身、心理健
康、伤害预防、疾病预防、合理用
药、康复护理、生命教育和中医养
生保健等，宣传老年健康科学知
识，重点宣传《老年健康核心信息》

《老年失能预防核心信息》《阿尔茨
海默病预防与干预核心信息》等；
通过线上活动，采取趣味答题、在
线问答、专家解读等方式，组织开
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在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过程中，开展个性
化宣传教育，实现送政策、送知识、
送服务“三统一”。

阚全程在启动仪式上说，老
年人是卫生健康服务的重点人
群，也是优先对象。省老龄委职
能转移到省卫生健康委以来，我
们以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
养结合为抓手，着力推进老年健
康服务，全力推动老年健康工作
迈出新步伐。下一步，省卫生健
康委将着眼于提高人均预期寿
命、健康预期寿命，针对健康素养

不高、慢性病多发、功能减退等健
康影响因素，加快老年医疗机构
建设，深化医养结合，构建医防康
养融合服务机制；依托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切实提高老年人
健康管理率，普及老年健康核心
信息，让老年人健康有人管、有档
案、有随访、有指导，提高老年人
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管理能力；
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推
动做好老年人社会优待服务，倡
导“银龄行动”，鼓励老有所为，让
老年人拥有幸福安康的晚年。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8月22日，在2020 年
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河南省启动仪式上，河南省
老年医养联盟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医务工作者
要努力护卫老年人健康；社区工作者要积极引导
老年人健康；家庭成员要关心老年人健康；老年
人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倡议书说，医务工作者要努力护卫老年人健
康，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践行“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积极
创建“老年友善医院”，为老年人就医创造无障碍
环境，落实优待友善服务；把每次诊疗活动都当
成普及健康知识的机会，为老年人防病治病提供
热情周到、细心耐心的优质服务。

社区工作者要积极引导老年人健康，积极创
建老年友好型社区，广泛组织开展健康讲座、健
康咨询、健康服务活动，向老年人宣传健康政策，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社会各界关
注关爱老年人，积极构建孝亲敬老社会环境，为
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纾解、悲伤
抚慰等心理健康服务，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
助洁、助行、助浴、助医、助急、助购等生活服务。

家庭成员要关心老年人健康，履行赡养义
务，维护老年人的尊严，对老年人生活上照料陪
伴，精神上慰藉关爱；主动学习健康知识与照护
技能，照顾好老年人的饮食起居；积极推进适老
化改造，居家环境达到“照明亮度有保证、地面防
滑有措施、预防跌倒有扶手”；建设好家庭、涵养
好家风、传承好家教，倡导形成“敬老孝亲、家庭
和睦，崇尚公德、邻里和谐”的良好氛围。

老年人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正
确的健康观，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养成良好的行为
和生活方式，降低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纠
正不良嗜好，做到“减盐少油、戒烟限酒”；坚持运
动健身，不拘形式，量力而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老有所为，增进健康；接受医生健康指导，科学就
医、合理用药，定期体检；掌握慢性病自我管理的
知识技能，延缓病情进展。正确认识衰老，保持心
态平和，主动舒缓压力，改善生活质量。

倡议书说，让我们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
从身边事做起，传播老年健康知识，弘扬老年健
康文化，培育老年健康习惯，倡导老年健康生
活。用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为健康中原
更加出彩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刘 旸 冯金
灿）8月24日，乌鲁木齐市第一人
民医院向刚刚返豫的河南省支援
新疆核酸检测队全体成员发来感
谢信。

感谢信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的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全国各地鼎力相助、火线
驰援。在乌鲁木齐市抗击疫情最
艰难、最关键的时刻，河南省支援
新疆核酸检测队全体成员告别家
人，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同时间
赛跑，与病毒较量，用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拼出了“河南速度”，彰显
了河南精神，也让乌鲁木齐市的
同行们见证和学习了河南队卓越
的领导力、高度的凝聚力、战无不
胜的团队精神。河南省支援新疆
核酸检测队是驰援新疆核酸检测
队伍中的佼佼者。乌鲁木齐市第
一人民医院全体员工向你们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在工作中，你们与我们共同努力，
携手战斗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一份份标本，一个个数据，你们在
核酸检测的战线上不眠不休、日
夜奋战，创下了单日核酸检测量6
万人份的成绩。忘不了你们抵达
乌鲁木齐后就连夜考察医院实验
室，讨论工作安排的急切心情；忘
不了你们争分夺秒、昼夜不停俯

首在仪器旁忙碌的身影；忘不了你们面对堆积如山的
标本，用独特的检测方法无缝衔接、紧密协作的高效作
战能力；更忘不了你们在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二
十几个小时后，脱下厚重的防护服，那早已湿透的衣衫
和满身的汗水。

“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感谢你们在我
们遭遇疫情的困难时刻，迎难而上、冲锋在前，以命搏
命、舍命相助。因为你们的到来，为乌鲁木齐市疫情防
控的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和准确的数据支持；因为你
们的到来，我们才这么快看到了疫情防控斗争的胜利
曙光。你们的名字不仅会记录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院史中，更会镌刻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全体员工的心中！

河南省支援新疆核酸检测队的22名队员是7月19
日赴乌鲁木齐市开展支援工作的。他们也是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调派支援新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10个省
（市）核酸检测医疗队之一。目前，全体队员已结束援
疆工作，平安返豫。

“谢大夫，俺心慌、拉肚子。”
“还有哪儿不舒服？”“啥呀？”“有
住院手续没有？”“听不到……”8
月13日下午，温县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谢宝光大夫接诊一位严重
耳聋的男性患者。

70 多岁的李老先生家住温
县。8月11日，老人浑身难受，以
为是小毛病、过两天就好了，可是
病情却越来越重，腹部胀痛，不停
地腹泻、恶心呕吐、心慌气短，实
在撑不住了，便到温县人民医院
心内科找他熟识的大夫谢宝光求
诊。李老先生家离县城十几公
里，患有严重耳疾，听力困难。由
于儿女们都在外地打工，来县城
求医时，陪同的也是一位年迈耳
聋的邻居。

谢大夫经过耐心问诊，终于

获悉老人心肺功能差，且严重消
化不良，急需住院治疗。但李老
先生仅带了200元钱，而且身体虚
弱，无法自行办理入院手续。李
老先生原是谢大夫的病人，谢大
夫深知其病情不能延误。医者的
天职使谢大夫不能有丝毫迟疑，
即刻叮嘱护士先护送李老先生入
住病房，自己飞快赶到收费处，不
但为老人担保，而且代老人办妥
入院手续，为老人精心治疗。

“温县人民医院的大夫真好，
真好！”经过几天治疗，身体痊愈
的李老先生禁不住竖起拇指，连
声夸赞谢大夫。

到2022年，老年健康相关制
度、标准、规范基本建立，老年健
康服务机构数量显著增加、服务
内容更加丰富、服务质量明显提
升、服务队伍更加壮大、服务资源
配置更趋合理，包括健康教育、预
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
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覆
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基本
建立，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得到
基本满足。

近日，经省政府同意，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河南省教育厅、河南
省民政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
医疗保障局、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八部门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

就《实施方案》的相关内容，
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王
自立进行了解读。
建设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刻不容缓

我国当前处于人口老龄化快
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多、增速
快，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大。为
了解决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健
全、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八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完善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王自立说，我省是人口大省，
老年人口基数大，应对人口老龄
化任务重。2019年，全省60岁以
上人口 1623 万，占常住人口的
16.84%；65 岁以上人口 1076 万，
占常住人口的 11.16%，老年人健
康状况不容乐观。为了促进全省
资源优化配置，加快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促进老年健康服务
公平可及，满足多样化的老年健
康服务需求，省卫生健康委等八
部门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实施
方案》，报经省政府同意后，印发
各地实施。

“《实施方案》结合河南实际，
明确了我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的目标、任务，搭建了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的‘四梁八柱’。这对落
实国家各项政策和要求，落实健
康中原行动，加强我省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老年人健康

水平，推动实现健康老龄化具有
重要意义。”王自立说。
建立完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实施方案》明确，加快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主要任务包括
统筹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
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机制、加强
老年健康服务队伍建设等。

《实施方案》提出，统筹构建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完
善 4 个子体系，即老年健康管理
服务体系、老年医疗服务体系、老
年医疗保障体系和医养结合服务
体系。《实施方案》明确要建立完
善 4 个机制，包括老年健康管理
服务机制、老年疾病诊治服务机
制、老年康复护理服务机制、安宁
疗护服务机制。

具体来说，河南要求以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为主体，以其他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为补充，结合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落实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
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服务；加强
老年医院、康复、护理、安宁疗护
等医疗卫生机构和综合医院老年
医学科建设，鼓励将部分公立医
疗机构转型为老年医院、康复和
护理机构；鼓励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中医医院设立老年病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建立完善以机构为
支撑、社区为依托、居家为基础的
老年护理服务网络。到2022年，
所有市、县（市）均有1所～2所老
年医院、康复医院或护理院，至少
有 1 所安宁疗护中心；二级以上
综合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
达到 50%；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
复科的比例达到100%。

此外，河南还不断完善覆盖
老年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
病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
度，积极引导和发展适宜老年人
的商业健康保险；简化审批登记
手续，积极培育医养结合机构，鼓

励医养结合机构加入城市医联体
和县域医共体，鼓励养老机构与
医疗卫生机构结为医养联合体，
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
疗机构设立失能老年人护理床
位。

河南还全面落实老年人医疗
服务优待政策，医疗机构普遍建
立老年人挂号、就医绿色通道，优
化老年人就医流程，为老年人就
医提供便利服务，到2022年，80%
以上的综合医院、老年医院、康复
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
充分发挥康复医疗在老年医疗服
务中的作用，为老年患者提供早
期、系统、专业、连续的康复医疗
服务，鼓励开展中医特色老年人
康复、护理服务；建立完善安宁疗
护多学科服务模式，为疾病终末
期患者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
制、舒适照顾等服务，为患者及家
属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加强老年健康服务队伍建设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通过4个

路径加强老年健康服务队伍建设，
包括加强专业教育、强化规范培
训、壮大人才队伍、提高工作待遇。

河南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
校开设老年医学、药学等相关专
业和课程，开展学历教育；推动老
年医疗机构与相关医学院校、科
研机构的合作，发挥优势，着力解
决老年医疗、老年护理、老年康复
人才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适应
老年医疗健康需求的问题；建立
完善老年医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的临床实
践技能和服务能力；鼓励医师多
点执业，支持医务人员到医养结
合机构执业，医养结合机构的医
务人员享有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同等的职称评定、继续教育等待
遇；完善老年健康相关技能人才
评价制度和以技术技能价值激励
为导向的薪酬分配体系，拓宽职

业发展前景；鼓励相关机构投保
责任险、医疗意外险、人身意外险
等，防范应对执业风险和人身安
全风险，适当提高上门服务人员
的待遇水平。

为了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实施方案》还明确强化组织
保障、强化政策支持、强化学科发
展和强化信息支撑 4 项保障措
施。其中，在政策支持方面，河南
鼓励各地在土地供应、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面对老年健康服务发展
予以支持和倾斜，鼓励社会力量
举办老年医院、康复医院、护理
院、安宁疗护中心等，完善上门医
疗护理和家庭病床服务的内容、
标准、规范及收费和支付政策；加
大对贫困地区老年健康服务机构
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实现城乡、
区域老年健康服务均等化；全面
建立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补贴
制度，完善高龄津贴制度，并做好
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衔接。在
强化信息支撑方面，河南鼓励利
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探索“互
联网+老年健康”服务模式。

省卫生健康委干部职工在食堂保持距离，有序就餐。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机关食堂利用电子显示屏、海报等
宣传方式，大力倡导干部职工节约粮食、文明就餐，把“光盘行动”落到实处。 史 尧/摄

8 月 23 日，河南
省人民医院麻醉ICU
（重症监护室）医务人
员用糖果安抚一名刚
苏醒不久仍在哭闹的
患儿。为了缓解患儿
麻醉苏醒后的不安情
绪，该院麻醉 ICU 儿
童复苏区不仅装扮温
馨，还有各式各样的
小玩具。这里的医务
人员除了日常工作
外，还经常安抚患儿，
人人都成了“哄娃能
手”。 史 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