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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民生温度” 解码“养老智慧”

———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赴晋中市走访调研

近日， 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

刘旭斌、党支部书记 刘 越 清 、 副 秘 书

长张红霞一行赴山 西 省晋中市开展

走访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首先来到晋中安

康医院。 院长张爱国带领参观，并介绍

了医院的运营情况。 医院在老年精神

疾病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专业

的团队，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

挑战。 张爱国提到，老年精神疾病占比

较大，但能参与治疗的比例却很小，这

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精神疾

病治疗流程较为复杂， 不仅需要专业

的医疗技术，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 同时受医保收费方式改革等

影响， 对医院的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

提出了更高要求。

晋中安康医院是集医疗、 教学、科

研、防治、康复、保健等各项功能为一

体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 设有床位 80�

张。 医院以“专业专攻” 的医疗服务理

念，设置普通精神科、老年精神科、青

少年精神科，开展焦虑抑郁、睡眠障碍

诊疗、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医、中西医

结合等服务。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开

展预防精神障碍复发和提高患者社会

功能的康复治疗技术， 是医院在精神

康复领域的专业特色。

随后， 调研组拜访了晋中市民政

局局长刘进文。 刘旭斌介绍了协会情

况和山西老博会、 数智运动会等重要

活动，以及协会设置地市代表处规划。

刘进文表示，晋中市一直高度重视

养老事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投入较

多， 但涉老产业因回报率低和周期长，

社会资金投入少，相对规模较小，市场

拓展不足，希望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能

够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晋中市养老事

业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多资源链接。

当日下午，调研组来到晋中市中医

院。 医养中心副主任曹国宏带领参观

了医院新改造的老年康养病房， 并介

绍了乌金山医养中心的运营情况。 由

于乌金山距离较远， 调研组本次未能

前往实地参观。 刘旭斌表示，后续将专

门安排时间前往参访， 就中医药康养

和森林康养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共

同推动康养产业发展。

晋中市中医院乌金山医养中心是

晋中市委“156” 战略举措的重要实践

成果， 旨在打造全省中医药产业新高

地及山西中部城市群康养产业集聚

地。 中心依托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国

家 4A�级景区）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以及晋中市中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 ，

将养老与医疗功能深度融合， 开创了

“医养一体化” 的创新养老模式。

随后，调研组走访了榆次区锦纶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了解社区养老

服务和医养结合情况， 并进行座谈交

流，副主任杨俊 、护士长刘瑞 、办公室

主任王跃英参加。

座谈中，杨俊、刘瑞分别介绍了中

心医养结合工作的开展情况。 中心虽

然拥有技术精湛的医疗护理团队和完

善的服务设施， 老人对服务满意度很

高，但目前入住率还较低，主要原因包

括居家养老观念还比较深和医保支撑

不足等。 作为公立社区服务机构，为保

障服务普惠性， 中心收费标准低于市

场同类机构，还未能覆盖运营成本。 中

心将继续探索医疗服务、康养照护、慢

病管理等全方位医养结合服务保障体

系，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平衡。

锦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有中医

馆、5G�智能社区、 预防保健区、 门诊

部、功能检查区 、住院部 、医养结合部

等多个区域， 科室设置齐全， 配备了

DR、5G�智能自主监测设备、 彩超、心

电工作站、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先进

设备。 中心作为榆次区社区医养结合

示范单位，依托自身医疗资源优势，凭

借专职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团队，可以

24�小时为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晋中华晟·咱家智慧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调研组深入了解其“互联

网 +�养老” 模式。 该中心自 2014�年成

立以来，围绕老年人多元需求构建“十

助服务” 体系， 以 “六大” 理念切入

“互联网 +�家庭 +�社区 +�物业 +�医

疗” 新模式， 运用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实现

线上线下融合， 并在红星天铂项目中引入

AI�技术，通过智能设备推动养老服务数字

化升级， 两次获评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示

范点，服务覆盖榆次及周边区域。

华晟·咱家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自 2014 �年创建以来 ， 以老年群体的

基本需求为导向，围绕老年人的衣、食、住、

行、娱、乐、购七大要素，提供日间照料、康

复理疗、医养结合、长照康养以及“助餐、

助购、助医、助急、助浴、助洁、助行、助为、

助学、助乐” 等十助服务，以大智慧、大民

生、大养老、大服务、大产业、大平台“六

大” 为理念，切入“互联网 +�家庭 +�社区

+�物业 +�医疗” 的养老新模式，运用自研

的智慧养老信息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相互

融合，优化社区、家庭、社会三方联动，提供

一站式、全方位、综合性、全天候的各类服

务， 倾心铸造属于老年人的高品质养老生

活方式， 让社区老年群体的生活变得更加

方便、快捷，极大地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生

活指数。中心两次荣获工信部、民政部和国

家卫健委三部委共同颁发的“智慧健康养

老应用示范点” 称号，致力打造养老服务示

范项目。

目前中心已相继开设了 8�个网点，服

务遍布榆次城区并辐射周边县市。 为顺应

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个性化、

多样化、品质化发展趋势，红星天铂项目在

现有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 特别创

新应用“AI�+�养老” 技术，引进智能护理

机器人、中医号脉机器人、智能烹饪机等智

能化设备， 将 AI�技术融入养老服务不同

场景和关键领域， 用 “科技精度 ” 赋能

“服务温度”， 推动养老服务的数字化和智

能化升级。

此次晋中调研，协会深入安康医院、中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智慧养老机构，

既了解到老年精神疾病治疗、 社区医养结

合等领域的难点， 也看到 “中医药 +�康

养”“AI�+�养老” 等创新模式的实践成果，

更看到了“银发经济” 与“民生温度” 同

频共振的无限可能。下一步，协会将重点发

展资源链接与平台搭建， 推动三晋大地老

龄产业从“保障型” 向“发展型” 跨越。

（张红霞 文 / 图）

大同市编制完成综合康养产业区规划

近日， 山西省大同市编制完成

综合康养产业区规划。 该规划的编

制是大同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

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

见》《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康

养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精神，着

力推进大同综合康养产业区建设，

积极打造国家级综合康养示范市的

重要举措。

综合康养规划涵盖目标与任务、

基础与特色、 市场与客群、 发展蓝

图 、实施计划 、近期重点项目 、启动

区实施计划、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等

内容。

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围绕国家支

持大同建设 “综合康养产业区” 的

定位，培育康养产业新增长点，激发

产业内生动力，提升康养服务质量。

大同将以 “气候康养 ” 为特色 ，

打造环境舒适 、业态丰富、品牌集

聚 ， 且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

的康养示范标杆 ， 力争建成 “山

西 省 康养产业先行先试示范城市”

“国家综合康养产业区”， 最终成为

“国内气候康养目的地” 和“国际康

养名城”。

在重点任务方面，规划提出充分

发挥大同清凉气候、古都文化、药食

同源、医养结合、温泉资源等优势，构

建“全龄、全链、全域、全时、全场景、

全要素” 的六全康养服务体系。 聚焦

“气候康养、药食康复、温泉康养、

文化康养、 运动康养、 农旅康养”

六大领域， 推进特色康养产业发

展，建设高品质康养基地 、小镇及

养老服务设施 ，营造多元深度康

养场景 ， 增强大同在康养领域的

竞争力。

规划总体布局呈现 “一核引

领、三轮联动 、三带链接 、三区协

同” 的格局：“一核引领” 指依托平

城区、云冈区和云州区完善的配套

设施与桑干湖生态环境，联动近郊

区，打造综合康养核心区；“三轮联

动” 即利用主城区、 火山群、 桑干

湖三大资源集中区，构建市区综合

康养 、桑干湖国际气候康养 、环火

山群火山温泉康养联动体系 ；“三带链

接” 包括以长城一号公路融合长城文化

资源的运动影视主题康养发展带，沿十

里河、桑干河 、南洋河串联六地的东西

向综合康养产业发展带，以及依托生态

山水资源串联四地的南北向综合康养

产业发展带 ；“三区协同” 则根据区域

资源特色，东部以阳高、天镇为基础打

造温泉康疗康养区，南部以浑源、灵丘、

广灵为依托发展生态旅居康养区，西部

以左云、 新荣为核心构建 “文化 +�运

动” 主题康养区 。

目前，大同市综合康养产业区规划

已通过专家评审，经市政府审议后正式

对外发布。

（山西省民政厅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