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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迎泽区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为老年人健康护航

聚焦“一老一小”，安徽民政筑牢民生幸福基石

在安徽省安庆市一加亿综合医养

中心，89 岁的陈新民先生曾因颈椎术

后截瘫卧床， 入住中心后经过半年的

专业护理和康复训练， 如今已能坐轮

椅活动；在芜湖市儿童福利院教室，孤

独症儿童小全（化名）在周老师指导下

完成绘画作品， 师生俩开心地击掌庆

祝； 在合肥市蜀山区丁香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心愿树” 上悬挂着标注困难

家庭微心愿的粉色心形卡片， 社区志

愿者通过走访收集需求并形成清单，

再由爱心人士接单完成……这些温暖

的场景，是安徽民政事业发展的缩影。

近 5 年来， 安徽省聚焦“一老一

小”、困难群体和基层治理，交出了一

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截至 2024 年底，

安徽省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突破

70% ，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成

150 家；慈善组织增至 442 家，募集款

物超百亿元。 从嵌入式养老到留守儿

童关爱，再到慈善力量赋能，安徽省通

过制度创新织密保障网络、 资源整合

打破服务壁垒、 数字赋能提升响应精

度， 构建起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良性

互动的民生保障新格局。

在芜湖市儿童福利院的教室里 ，

患有孤独症的小全（化名）在周老师的

指导下又完成了一幅画作， 小全和周

老师都非常开心。 今年 9 岁的小全原

本由父亲陈先生独自照顾， 因父亲无

法外出工作， 这个家庭长期陷入经济

困境。 得知社区宣传的“童享蓝天”困

难家庭残疾儿童康复服务项目后，陈

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孩子送到福

利院。 经过半年多的专业托养康复，小

全在周老师精心设计的绘画课程中逐

渐学会表达情感。“现在孩子得到专业

康复，我也能重新工作，这份安心让我

们家看到了希望。 ”陈先生感慨道。

小全的变化并非个例， 类似的康

复案例不时在福利院发生。 2024 年 3

月起， 芜湖市儿童福利院创新推行开

门办院，依托“童享蓝天 ”困难家庭残

疾儿童康复服务项目， 为社会困难家

庭残疾儿童提供托养、康复、特教等服

务。 家长可按需选择日托、周托、月托，

康复期间的食宿费用均由项目承担 。

同时，每月开展家长康复技能培训，提

升家长监护和家庭康复能力。 截至

2024 年底，已累计接收 18 名社会残疾

困境儿童， 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经

济压力与照护负担。

近年来， 芜湖市不断完善儿童福

利保障：2019 年至 2024 年，机构集中供

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

145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850 元； 社会散

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

障标准从每人每月 1050 元提高到每人每

月 1450 元。 实施孤儿助学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助学工程，已累计发放助学资金

427 . 2 万元。 同时 ，依托市儿童福利院打

造焦养育、康复、特教、治疗和社会工作

为一体的区域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主动

“走出去 ” 指导依托市基层儿童福利工

作，累计走访 380 个村（社区）的 599 名

困 境 儿 童 。 推 动 依 托 市 儿 童 福 利 院

“开门办院 ” ，将“蓝天使志愿服务队”

入户走访、“童享蓝天” 康复项目列入市

级财政预算。

芜湖儿童福利创新是安徽的一个缩

影。 近 5 年，安徽省全面提升儿童福利机

构“养治康教安 + 社会工作”一体化服务

能力，全省 22 家儿童福利机构承担集中

养育孤弃儿童职能，其中 17 家机构纳入

残联定点康复机构。 合肥、马鞍山市儿童

福利院探索类家庭养育模式，惠及 400 余

名孤残儿童。 安庆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依托院内康复特教资源设立龙山特教学

校； 蚌埠市儿童福利院依托专技人才成

立“成蝶工作室”，将残疾儿童康复工作

向社会困境残疾儿童家庭拓展。 建立多

部门数据共享机制， 实现 3.6 万余名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应保尽保。 建立

并落实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集中养育孤

儿和社会散居孤儿保障标准分别不低于

每人每月 1654 元和每人每月 1213 元。 推

动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

2019 年以来累计救助孤儿 2100 余人次。

（高亚惠 文 / 图）

参与“童享蓝天”项目的困境儿童来

到芜湖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康复，老师

正在为孩子进行手指精细训练。

积极探索构建老年健康

管理服务体系

初步形成“以医为主 、拓展养老，

以养为主、医疗参与，居家养老与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相结合” 的三种老年人

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推动健康管理服务延伸至老年人

家庭。 2024 年以来， 与长期卧床及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 7.5 万余名 65 岁以上老年人建

立健康档案， 签约服务 1.6868 万人。

启动了“适宜护理上门服务”项目，确

定了压疮护理、插拔尿管等 13 项服务

内容，项目全面启动以来已有超过 5.3

万人次高龄、 失能等行动不便的居家

老人受益。

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拓展养老

服务。 迎泽区中医院以中医药专业治

疗老年压疮为特色，打造“医养式”中

西医结合特色品牌。 2024 年收治老年

病人 225 人次，出诊 6250 余人次。 解

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医养结合服

务中心，按照“医中有养、养中有医、

医养结合、全程服务”的模式，设置了

30 张医养床位， 为老年人提供适宜、

综合、连续的医养结合服务。

激励医疗卫生服务进入养老机

构。 支持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

疗机构，实行备案管理。 将养老机构纳

入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范围， 实现全区

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 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机

构签约合作， 有效解决养老机构中老

年人的医疗服务问题。

不断拓展丰富老年医疗

康养服务内涵

推行“延处方 ”“长处方 ” 。 对由上

级医院转诊或 诊 断 明 确 、 病 情 稳

定 、 需 长 期 服 药 的 老 年 慢 性 病 患

者 ， 家庭医生开具“延伸 处 方 ” 或

“长期处方 ” ， 让老年人每月“最多

跑一趟 ” ，解决老年慢性病患者来回

奔波的困扰。

困难人群免费服用基本药物。 从

2015 年开始，对确诊的低保、计划生育特

殊 家 庭 的 原 发 性 高 血 压 和 2 �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免 费 使 用 国 家 基 本 药 物 进 行

门 诊 基 础 用 药 治 疗 ， 其 中 老 年人占比

达 90%以上。 服务开展以来，共计减免费

用 468 万元。

重点人群眼部公益普查。 2017 年起，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的 65 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开展以白内障筛查为重点的常

见眼疾综合普查。 项目开展至今，共开展

普查 2400 余场，普查人数 12 万余人，普查

出白内障人群 1.1 万。

严格落实老年健康管理单独

奖惩制度

按照基本公共卫生相关政策并结合迎

泽区工作实际，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加大

对老年人等项目的考核力度， 进行单独奖

惩，在完成规定任务的前提下，每多管理一

位老年人，另外奖励 100 个分值，提高了机

构的工作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24

年与 2018 年同期相比， 健康管理人数增加

了 2.159 万人，同比提高 76.44%，规范管理

率从 37.4%提高到 66.01%。

下一步，迎泽区将继续完善服务流程，

创新工作举措， 在医疗养老深度融合、医

养结合内涵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探索，实

现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为

推进迎泽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高质量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迎泽区卫生健康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区政府积极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持续加大医养结合工作推进力度，着力打通

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实现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