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护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险
制度，为失能人群提供护理保
障和经济补偿，惠及大量失能
老人。自 2016 年启动试点至
今，这项正在稳步推进的政
策，让更多失能老人能够享受
有尊严、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照
护。

2020 年 9 月，国家医保局
会同财政部印发 《关于扩大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
见》，在 2016 年启动首批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基础上，
新增 14 个试点城市 （区），试
点城市达 49 个，覆盖 1.45 亿
人，累计待遇享受人数约 172
万人，人均报销水平每年约

1.6 万元。基金支付占到个人
基 本 护 理 费 用 负 担 的 70% 左
右。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6 年间，随着
试点城市数量增加，长护险的
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在初
期，多数试点城市普遍以职工
长护险为切入口，目前逐步扩
展到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员
等。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
全国为长护险提供服务的机构
新增了近 5000家。试点起步阶
段，从业人员不到 8 万人，现
在直接提供长护服务的从业人
员已接近 30万人。

（周琼 黄合 整理）

长护险惠及大量失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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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看到我来帮忙，才出
去 到 附 近 转 转 。 这 些 年 ， 真 是
苦了她了。”68 岁的吕师傅坐在
狭 小 的 客 厅 里 ， 右 手 边 的 主 卧
躺 着 他 95 岁 的 老 母 亲 —— 因 为
脑 梗 后 遗 症 ， 老 人 的 半 边 身 子
不会动，在床上一躺就是 5 个年
头。

上世纪 90 年代，一家 7 口因
为村庄拆迁搬到这里，也算是进
了城，但出门不上锁的习惯却延
续至今。20 多年一晃而过，大哥
今年已经 75 岁了，最小的弟弟也
66 岁了，几个兄弟姐妹都已进入
人生的后半段。

老母亲在沉睡，因为多年没
有出门，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病
态的苍白。虽说瘫痪在床多年，
但因为家人的精心照料，老人身
上没有长褥疮。房间因为经常通
风，也没有异味。

吕师傅说，母亲几乎 24 小时
不能离人，主卧里摆放的小床就
是 71 岁 的 姐 姐 睡 的 ， 平 时 也 主
要是靠她在照顾。几个兄弟负责
买菜，偶尔过来搭把手，也让姐
姐 有 个 喘 息 的 机 会 ， 出 门 转 一
转。

喂饭、擦洗、喂药⋯⋯吕师
傅的姐姐被“困”在了母亲的床
边 ， 日 复 一 日 地 重 复 着 这 些 步
骤。和照顾婴幼儿见证其成长的
欣喜感不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
母亲一天天地衰老，慢慢走向生
命的尽头。

“最近一段时间，母亲的脑子
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有时来不及
叫人，大小便就会拉在床上。我
们年纪大了，也经常七病八痛，
照 顾 老 母 亲 已 经 感 到 力 不 从 心
了。”吕师傅说。

在我们身边，在那些“隐秘

的角落”，有这样一群失能老人，
他们的背后，还有一群备受煎熬
的家属。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但当看不到尽头的重担从天
而降，谁能给这些负重前行的家
属送去宽慰？

年 迈 的 母 亲 既 失 能 又 失
智 ， 50 多 岁 的 刘 阿 姨 五 六 年 来
没 有 睡 过 一 个 囫 囵 觉 。 几 个 姐
妹 想 着 送 老 母 亲 去 专 业 机 构 ，
又怕村子里人多口杂被说闲话；
也 曾 想 在 老 乡 中 请 个 靠 谱 的 保
姆，但还没等保姆到家，一天晚
上母亲想上厕所，直接从床上摔
下。看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老
母亲 ， 刘 阿 姨 赶 紧 把 她 接 到 了
自己家。

“我心疼外婆，但我同样心疼
自己的妈妈。本来妈妈睡眠就不
好 ， 外 婆 还 半 夜 三 更 嚷 嚷 着 叫
人，乱发脾气。我感觉妈妈是用
自己的健康在延续外婆的生命。”
刘阿姨的女儿说。

“ 要 撑 住 ， 不 能 比 老 伴 先
走。”这是 82 岁的黄爷爷如今最
大的愿望。几年前，他的老伴因
脑梗陷入长期昏迷，从此身边就
离不开人。尽管身子骨已经大不
如前，黄爷爷依旧独自支撑着自
己和老伴的生活。“买菜做饭都吃
力，有时早上煮一顿，中午和晚
上热一热再吃。”黄爷爷苦笑着
说。

但是，当儿子打来电话问是
否需要帮助，黄爷爷依然会一口
回绝，“不用管我，我好着呢，你
们管好自己就行。”儿子儿媳已经
年过半百，下班了还得带他们的
孙子。“我的目标就是不给小辈添
乱。”话虽这么说，黄爷爷也有顾
虑，“哪天我连自己也照顾不了，
老伴咋办？”

日复一日的煎熬
看不到尽头的重担

“这个群体很特殊。当你面对
面听他们讲述心酸的故事，心里
会被深深触动。他们的痛苦，一
般人如果只靠想象，很难‘感同
身受’。”海曙区白云街道社会事
务办主任李霞告诉记者。

在此之前，她也和基层百姓
打过交道，大概知道全市有为数
不少的失能半失能群体，但直到
前 不 久 一 家 一 户 地 走 访 调 研 排
摸，亲眼看见一个个家庭真实的
案例，她才真正和这个群体有了
情感上的共振。

在她看来，这个群体中，有
些是家庭困窘带来的经济压力，
有些则是居家照护后家庭生活的
完全失衡。因为失能者对家人的
依赖性非常强，所以照护者被全
天候无死角地捆绑在家中，不敢
生 病 、 害 怕 生 病 ， 甚 至 连 出 个
门、买个菜也要跑步前进。

对此，已经做了 20 年社工的
叶人君也有同感。每一个失能者
所 在 的 家 庭 ， 都 有 一 个 充 满 心
酸、满是血泪的故事。有些老人

家与失能相伴的是失智，固执、
偏执、不讲道理、无端生气等。
照护者不仅要处理吃喝拉撒等生
活琐事，还得日复一日忍受这些
负面情绪，很容易陷入精神上的
崩溃状态。

“这个群体及其家庭的痛苦，
很 多 时 候 是 ‘ 无 声 ’ 的 甚 至 是

‘隐形’的。这些个体的案例，更
加需要整个社会倾斜资源加以帮
扶，需要政府层面、社会层面的
多重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照
护和兜底服务。哪怕有人陪着聊
聊天、上门搭把手，对于这些照
护者来说，都是很大的宽慰。”李
霞说。

在今年的市两会上，关于失
能群体照护这个问题，也引发了
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
特别是对于宁波实施长期护理保
险的试点工作，大家围绕资金筹
措来源、服务质量保障和设定评
估标准等表达了更多的期待。

“加快探索多途径满足失能群
众居家医疗护理需求，既是优化

身心完全失衡
“隐形”的痛苦亟待化解

听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呼声，
宁波党委政府已经行动起来了。

2017 年，宁波就接过全国试
点任务，成为全国首批、全省唯
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国家试点
城市，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宁
波 市 长 期 护 理 保 险 制 度 试 点 方
案》。从当年 12 月起，我市在海
曙、江北、鄞州三区正式启动试
点，去年进一步将试点扩大至镇
海和北仑两区。

记者了解到，在前期试点过
程中，我市的探索十分审慎。长
护险的政策对象被限制为职工医
保参保人员，同时，试点范围也
仅限于在试点区域内的长护保险
护理服务试点机构。但正是通过
这 样 的 小 切 口 试 点 、 低 水 平 起
步，我市逐步明确了服务管理、
评估管理等一系列内容。

“比方说，从养老机构护理延
伸到家庭护理后，护理员应该提
供哪些方面的标准化服务？我们
推出包括清洁卫生、营养摄取、
排 泄 护 理 、 移 动 舒 适 和 安 全 护
理、生命体征观察与护理类、用
药指导等在内的六个部分，共计
42 项生活照料服务项目。”宁波
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
严晶告诉记者。

在几年的试点探索中，我市
的长护险制度相继覆盖了 288 万
名市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有效

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经济负担。
与此同时，决策层对于长护保险
的制度设计、机构培育、服务供
给、经办管理等方面也积累了相
应经验。

一边是市民群众对于深化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扩大参保覆盖
面、加强失能人群保障的期盼日
益强烈，一边是决策层渐渐清晰
的制度思路，更全面、更精准和
更加可持续的长护险制度，在宁
波呼之欲出。

今年 7 月 1 日，我市长护险首
次 走 出 试 点 机 构 ， 进 入 居 家 环
境。居住在试点区域江北慈城镇
的失能老人芦大爷，成为我市首
例 长 护 险 服 务 对 象 。 从 本 月 开
始，我市扩大先行先试范围，全
市每个区 （县、市），都会有一个
乡镇 （街道） 开展全流程先行先
试，为政策全面铺开奠定基础。

同 时 ， 为 让 政 策 更 好 地 落
地，我市还将全面推进失能人员
评 估 工 作 ， 在 对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开展失能评估的基础上，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失能评估，确保符
合条件人员的长护险待遇应享尽
享。同时，全市各地正积极对接
相关护理机构，培育护理人员，
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尤其是在山
区、海岛等偏远地区，合理划分
服务网格，确保失能服务供给全
覆盖。

提供喘息服务
寻找长护险的宁波解法

今年 7月 1日，长护险首次走出试点机构，进入居家环境。居住在试
点区域江北慈城镇的失能老人芦大爷成为我市首例长护险服务对象。

（周琼 黄合 摄）

医 疗 服 务 和 医 疗 保 障 的 现 实 需
要，也是推动爱老惠民政策尽快
取得实效、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支撑。”市
人大代表，海曙区广安养怡院党
支部书记、院长刘建丽说。

在 市 十 六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上，刘建丽提出 《关于探索多种
途径满足失能群众居家医疗护理
需求的建议》，希望宁波能够扩大
长期护理保险覆盖范围，深化长
期护理险制度试点工作，将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纳入保障
对象，覆盖所有基本医保参保人
员 （包括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人员），保障待遇包括机构
护理和居家护理等，使更多失能
人员受益。

无独有偶，市政协委员、海
曙区和义社工师事务所总干事黎
丽也将探索多途径满足失能群众
居家医疗护理需求的建议带到了
今年的市两会上。她认为，为满
足失能群众居家医疗护理需求，
还 需 充 实 医 护 人 员 上 门 服 务 力
量，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医疗护理
服务；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服
务，协助解决困难群众居家医疗
护理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等政策
范围外的费用。

长护险扩面

给失能者家庭
喘息之机

当有一天，我们老得照顾不了自己
时，该怎么办？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2020 年公
布的数据，我国 60岁以上失能老人超过
4200万人，约占 60岁以上老年总人口的
16.6%。也就是说，大约每 6个 60岁以上
的老年人中，就有 1 人生活无法自理。
每个失能老人身后，牵扯到的是好几个
家庭。

对于这些失能老人，我们的社会能
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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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为不少苦苦支撑的失能者家属带来些许喘息的空间。 （周琼 黄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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