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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
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什么
是健康老龄化呢？简单讲就是维护老年
人的内在能力，改善老年人的外部环境，
延长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

20 日的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
正在建立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
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六位
一体”、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2021 年，大约有 1.2 亿 65 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城乡社区接受了健康
管理服务。

截至 2021年底，全国设有老年医学
科 的 二 级 及 以 上 综 合 医 院 达 到 4685
个。到 2025年，将在 60%以上二级及以
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建成老年
友善医疗卫生机构约 2.1万个，设有安宁
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将超过 1000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司长王海
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老年健康预
防保健、医疗服务、健康照护等工作，特
别是要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老年营养改
善、老年痴呆防治和老年心理关爱四大
行动，目的是提升老年人主动健康能力，
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让老
年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十四五”老年人口将超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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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2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有关情况。

截至2021年
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

。据测算，“十四五”时期，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

左右，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我国老龄化呈现数量多、速度快、差异大、任务重的形势和特点。面对即将到来的

中度老龄化、重度老龄化，该如何应对？“老有所养”如何保障？

近年来，我国形成“9073”养老模式，即 90%左
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
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也就是
说，我国老年人大多数都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对
此，国家近年来不断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重心向
居家社区倾斜。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指导推动
各地在区县层面建设连锁化运营、标准化管理的
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街道（乡镇）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截至 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
设施 32万个，床位 308万张，分别占到全国养老服
务机构设施数和床位数的 88.9%、38%。

2021、2022年，投入 22亿元支持 84个地区开
展居家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在这些试点
和提升行动中，推动各地探索形成家庭养老床位，
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助急“六助”服务，探
访关爱，互助养老等满足老年人多元养老需求的
服务模式。

我国养老呈“9073”格局养老服务发展重心向居家社区倾斜

多地探索居家养老新模式
为了推动居家养老市场的发展，

各地和相关产业也在积极探索居家
养老领域的发力方向。

中午 11时，是浙江省长兴县和平
镇回车岭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午
餐时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们
正在领取饭菜。

除了餐饮服务以外，这里还配备
了影音间、书画室、理发室、图书角等
功能区，可以有效满足老人的各项精
神文化需求。

广东惠州市开启了社区嵌入式
长者居家养老新模式，打造长者食
堂，还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推出送
餐上门服务。目前，惠州全市社区 15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已基本建成，智
慧长者服务覆盖全市 50%以上的社
区。

眼下许多机构也正在积极研发
高科技、智慧型的养老产品。这是一
款看似普通的摄像头，在结合了人工
智能算法后，它却可以准确识别老年
人的安全状态，在老人发生跌倒或需
要帮助时发出警报，及时通知到预先
设置的紧急联系人。

据统计，2021年我国智慧健康养
老领域新申专利共 1116项，其中发明
专利 513 项，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新型技术，正在被逐
步应用到养老用品中。

医养结合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
手段。医养结合整合了养老和医疗资源，
大大满足老年人的需求。20 日的发布会
上介绍，近年来，国家卫健委会同有关部
门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破除
制约医养结合发展的难点堵点，目前医养
结合的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流程。
开展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增加居
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医养签约数是 2017年的 6.6倍；两
证 齐 全 医 养 结 合 机 构 数 较 2017 年 增 加
76.7%。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司长王海东：
下一步，一是深化医养资源共建共享。合
理布局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机构
等接续性医疗机构，健全医养合作机制。
鼓励农村地区通过毗邻建设、签约合作、
两院一体等多种方式实现医养结合。二
是加大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支
持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失能、高龄等
老年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

近 年 来 ，各 地 加 快 推 进 医 养 结 合 服
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
求，帮助他们过上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广东佛山均安镇的何女士今年 63岁，
三年前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失去语言和认
知能力，生活也无法自理。因为两个儿子
都在外地，平时何女士只能靠 70多岁的老
伴照顾。怎样让失智失能老人能够方便
地得到专业医疗护理，是国家和各地政府
一直在探索和推动的工作。从 2019 年 4
月起，均安镇陆续对两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进行改造。这家卫生服务站的一楼仍保
留原来的社区医疗服务功能，二楼则被改
造为失智失能老人可以入住的养老中心，
有 50 个床位。医护人员每天会查房、巡
诊。现在何女士也入住到了这里。

因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利用闲置的
用房和原有的医疗资源，再加上政府提供
部分补贴，入住这里的老年人需要支付的
费用也大大降低。根据护理等级不同，每
位老人每月需要支付养老服务费，包括伙
食、住宿、照护等约 3000—3500元。另外，
如果产生医疗费用，可以享受和在医院就

诊同样的医保报销政策。
何女士的丈夫卢先生：我觉得带来很

大的方便，一个她有病了什么的，医生护
士能够来看她，严重的可以用救护车送她
去均安医院，从价钱，照顾，医疗，我觉得
这里可以的。

在我国，像这些在医疗机构养老的老
年人只占少数，超过 90%的老年人都是依
托社区居家养老。

近年来，各地推动医疗护理服务向社
区、家庭延伸。浙江湖州在新建小区推行
养老、医疗设施同步建设，在太湖健康城
社区，有一家大型医院，还设置了 7个健康
驿站。居民殷女士腰肌劳损，以前每周需
要去两次医院进行理疗，现在不出小区就
能解决了。

湖州市吴兴区太湖健康城社区负责
人徐涛：针对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都有
免费的体检业务，为 70岁的老年人提供上
门巡诊，我们实时关注所有居民健康的变
化，及时介入并且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居家养老的医疗服务，除了不出小区
就可以做理疗，甚至有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以外，还有些地区也提供了更广泛的服
务：包括帮助老人预约医院专家号；点开
小程序就可预约“专科护理”等。

其实，对于许多行动不便、失智失能
的老人，居家养老最方便的是有专业人员
能够上门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各地也在
纷 纷 开 展 老 年 人 居 家 医 疗 服 务 试 点 工
作。我国居家养老上门医疗服务还需补
齐哪些短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室
主任冯文猛：从实际发展看，居家养老上
门医疗首先要解决居家上门医疗人员特
殊培训问题；第二是在相关制度规范上，
需要在全国形成相对统一的居家上门医
疗制度规范；其次是需要制定相对完善的
居家上门医疗激励机制，让上门服务的人
员有更好的积极性；第四是提升社区养老
服务和医疗服务能力。

医养结合 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和适老化改造

无障碍和适老化的环境对于老年人
来说也非常重要。在 20日的发布会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
积极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
造，让老年人的居住和出行更加舒适、更
加便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
司副司长张雁：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等工作，同步开展无障碍设施、适老设施
的建设和改造。如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
装电梯，开展住宅单元出入口坡道改造，
以及在住宅楼梯上增设安全扶手等。
2019年到 2021年，各地在老旧小区改造
中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1万部，这项
措施让很多长期居家老年人实现了走出
家门、走出楼栋。同时，我们结合人行道
净化专项行动，对人行天桥在内的既有
道路和设施进行改造，大幅提升城市道
路无障碍设施建设率。

我国正建立覆盖城乡
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社区义诊 健康分享会
上门体检 心灵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