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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桑蕊 崔树民

随着各种社会化养老模式的推广，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对日常医疗保健服务有了
更高需求。宁阳县通过创新“医养结合”
健康托管模式，有效缓解了基层“医院不
能养老，养老院不能看病”的难题，实现
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的无缝衔接，凸显
了政府、社会、家庭的多赢效应。

“前医后养”实现

健康全托管
干净的落地窗前，阳光透过玻璃洒进

屋子。12月4日上午，两位老人正悠闲地坐
在沙发前看着梨园频道电视节目。“前面
就是医院，有个头疼脑热的就过去瞧瞧，
很方便！”住在宁阳县八仙桥街道敬老院
的郭廷章大爷说。

“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常见病的诊
治，还有定期举办的健康讲座，降低了老
人的患病风险和养老成本。”八仙桥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冯清震说，
2012年街道在敬老院内规划建设了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立医疗合作关系。之后，
将卫生服务中心和敬老院命名为集医疗管
理、健康护理、保健养老为一体的“仙
园”，推出“老年健康托管”服务，对87
名老人进行集中供养，县、街道财政每人
每年补助生活费5700元。

就在今年初，86岁高龄的老人王风芹
在起夜时不慎摔倒，接到消息，中心医护
人员带着药品器具几分钟内赶到现场，及
时给老人做紧急处理。“除了紧急情况，
很多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需要定期输液或治
疗，平时像散步一样就把病看了。”敬老
院主任颜庭俊说，前面门诊里都有老人的
健康档案，日常治疗就变得十分简单，除
了医保报销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担
了老人剩下的费用，可以说，老人在这里
能同时享受免费的医疗保健与养老服务。

一份健康档案、每周一份健康食谱、
半月一次大查房、每月一次健康讲座、每
年一次健康体检，针对集中供养的老年人
身体状况和心理需求，今年“仙园”实施
了“五个一”前医后养新模式，提供了多
样化的精准医疗卫生服务。

医养结合是个好尝试，但融合之路并
不好走。宁阳县卫计局副局长孙翔告诉记
者，“过去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各自为
政，老人或家属来回奔波，导致老人缺乏

信心。现在我们推进‘医养结合’模式，
最让老年人看重的就是能够就近就医。”

服务延伸让老人

“有备而老”
“医养结合将是未来应对老龄化、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方向之一，还需要卫生计
生部门和民政部门的通力合作。”孙翔
说，在政策支持下，除了鼓励新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与当地养老院“前医后养”，
在卫生院和养老院均已成型的乡镇，该县
则采取延伸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养结合方
式，让日常医疗保健服务变得触手可及。

中午刚过饭点儿，在宁阳县东疏镇老
年服务中心，来自东疏镇卫生院的全科医
生郭伟正忙着给三位7 0多岁的大爷量血
压、听心律。“我这两天感觉有点喘，不
太舒服。”李承河大爷说着自己的情况，
郭伟一边安慰老人，一边按照老人的情况
叮嘱按时吃药。

而这份慰藉对于老人来说显得特别重
要。“院里的医生会按照排班顺序，轮流
到这里开展医疗服务，要求对老人要有绝
对的耐心。”东疏镇卫生院院长王峰说，
服务中心提供了三间诊室，并安排一名固
定的医护人员，卫生院则免费提供医疗器
械和日常药品。

“去医院排队挂号对老人来说很麻
烦，可能会间接耽误诊病。”王峰说，
通过卫生院与老年服务中心的医养合
作，值班医生若发现老人有问题可以即
刻转诊。随着老年服务中心新楼的启
用，服务中心将能容纳600人。该镇卫生
院打算扩展康复理疗、内科和查体等几
个与老人相关的科室，也能方便附近几
个村的村民就医。

而在宁阳县鹤山镇，则采取了敬老
院、社区和镇卫生院三方合作的模式，敬
老院设置小卫生室和“家庭病房”，社区
设立卫生服务站，三方之间互联互通。
“老人觉得不舒服可以在敬老院小卫生室
拿药，不放心可以出门走几百米去社区服
务站看病，有需要也可以转诊到卫生
院。”鹤山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朱宗龙
说，小卫生室的药物全部免费，社区服务
站也会定期对老人查体。

“去年，国家卫计委印发了养老机构
医务室的基本标准，增设医疗服务资质的
门槛大大降低。”孙翔说，通过医疗服务
的延伸，可以构建一个覆盖城乡的医疗服
务网络，让老人“有备而老”。

医疗服务创新促

“智慧养老”

如今在宁阳县，对于各处养老机构的
老人来说，医疗服务已经得到基本保障。
而对于居住在村居、社区的广大老年人，
村卫生所是重要的支撑，乡村医生则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

家住宁阳县伏山镇岗上村76岁的村民
程瑞英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有一天独自
在家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打开免费配
送的手机一键拨号，不到五分钟，村医许
克宪便来到她家及时为她挂上了吊瓶。
“我熟悉她的病情，接到电话就知道用什
么药、打什么针。”

而这得力于伏山镇卫生院今年创新的
“家庭医生”团队，并首期签了该镇276户
需要帮助的老年人。“目前我们有五支家
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内
容、方式，并做好健康指导、康复指引等
健康管理服务。”伏山镇卫生院院长宋亚
新说，每支团队包括医师、医生助理、卫
生服务人员和社区护士，村医许克宪便充
当了医生助理的角色，定期对老人开展随
访检查，每次随访补贴15—30元钱不等，
开展定向服务，用健康的理念指导老人好
好养老。

不仅如此，近两年该县还将“互联网
+”融入农村老年人的医养事业中，为乡村
医生配备了电脑和血压计、体重器、蓝牙
传输、无线联网等设备，输上姓名和身份
证号就能看到每位老年人的电子健康档
案，实现了“平板进村”，信息“移动”
上传，方便了平日的健康随访。

“孩子平时上班忙，老人又时常想
出去走走，让人很不放心。”宁阳县养
老便民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胜华说，
依托“ 1 2 3 4 9”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该
县为城区8 0 0 0名6 5岁以上老人免费发放
专用手机。老人按下手机SOS键，平台
便会出现老人的电子档案，病史、子女
电话等立马显示，工作人员会立刻通知
老人子女并确认位置，同时拨打 1 2 0争
取救助时间。

截至目前，该县已规范健康管理老年
人7万多人，占全县65岁以上老人总数的
65 . 3%，并全部实行了医生签约服务管理。
面对相对庞大的老年医疗服务需求，孙翔
坦言，目前从事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医生、
护士等卫生技术人员相对不足。“除了提
升医疗服务能力，我们准备将更多的康复
理疗等专科引入到老年人医养事业中，开
展更多的健康教育活动，打造健康宁阳，
让老人更健康地养老。”

医疗、养老如何无缝衔接?
——— “医养结合”的宁阳样本分析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孙久生 杨昭洞 报道
本报宁津讯 11月14日，宁津县环保局将一起非法土制木

炭窑环境污染案件移送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侦大队，该
大队立案查处，对污染事件当事人依法拘留。

宁津县自9月18日开始组织土小企业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截至目前，已拆除小电镀25家、小炼油29家、土制木炭窑23
家。其中，对擅自损毁封条、拒不停止排污等14起案件移交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13人，刑事拘留1人。

为彻底清除群众意见较大的土小污染企业，宁津县建立土
小企业动态管理台账，加强信息共享。充分发挥环保信息渠道作
用，及时掌握土小动态，落实挂账销号管理。严格按照网格化监
管要求，明确各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对土小
企业整治的主体责任。对发现的土小企业，通过登记建账、移交
转办、限期拆除、取缔销号、定期通报、网上公示等方式，推动土
小企业拆除取缔工作快速推进。由公安、环保、工商分别牵头成
立3个联合执法工作组，对土小企业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处置。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张琦 田明良 报道
本报沂源讯 “自去年以来，家里的暖气费少了，暖和劲

儿却一点也不差，心里觉得暖和和的。”近日，记者在沂源县文化
苑小区采访时，居民王化伟对供暖价格改革竖起了大拇指。

该县供暖价格的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推进居民供热分户计
量、供热价格“两部制”改革。县物价局业务科科长付其彬告
诉记者，以每户居民居住面积按100平米计算，实施前每年暖
气支出2100元，实施后实际用热费用开支可节约40%左右。

目前，沂源城区居民共安装多类口径热量表37300块，分户
计量面积达388万平方米，占总供热面积的93%。居民供热分户计
量、供热价格“两部制”改革的实施和高普及率，走在了全省前
列。据了解，仅此一项全县居民供暖费年节约2716万元左右。

供热价格“两部制”的实施，不仅盘活了居民使用热气的“经
济账”，让居民得到实惠，也算出了一笔惠民生、利长远的“生态
账”。据测算，居民家中的实际用热量每平米一年可节约6 . 92公
斤标准煤，全县一个供暖季节约标准煤26850余吨，减少二氧化
硫等污染物排放量67吨，为“生态沂源”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宁津重拳整治土小企业

沂源供热“两部制”改革

盘活两笔账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赵逢晶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您好，请排队上车。”11月23日，在烟台

市福山区星河城公交站点，“福运暖阳”志愿服务队的两名志
愿者，引导市民文明排队、有序乘车，他们身上的红马甲在人
群中十分醒目。

志愿者李婷说，他们主要维护上下车秩序，劝导不文明乘车
行为，营造一个干净、舒适、文明的出行环境。而像“福运暖阳”这
样的志愿服务队，在福山区共有231个之多，志愿者总数超过3万
人，他们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先后开展各类志愿活动千余场
次，捐建“爱心墙”、生态“环保行”、干群“心连心”、点亮“微心愿”
四大精品活动更是让“一城大爱暖福山”美名远扬。

受志愿服务精神的带动，福山区的爱心活动也如火如荼开
展。今年以来，该区共完成衣服和其他物品的流转10万余件，
“青春银行·圆梦行动”成功帮助542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
应届高考生圆了大学梦。

3万余名志愿者
活跃在福山区村头街巷

广告

□姜言明 报道
宁阳县八仙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对老人进行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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