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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学校申报省健康养老应用技术和标准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获
批。

“获批首批省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标志着我校内涵建设迈上了一个全
新的台阶，更标志着宁波健康养老迈上快车道，我校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学
校良好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为促进我省健康养老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健康养老应用技术与标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校长贾让成教授表示，“下一步，
将把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作为区域创新体系和有特色高水平学校建设的重要抓
手，整合优化政府部门、高校、行业、企业、社会和个人六大层面的资源，形成维
护和促进老年人健康的强大合力。”

未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将主动对接区域健康养老发展的重大需求，
突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创新两条主线，强化研发队伍、国际合作和机制体制
创新三大保障，着力建设基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评估咨询、试验推广“四位一
体”的健康养老协同创新中心，培育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创新团队。

到2020年，将健康养老应用技术与标准协同创新中心建成新型特色全国
性健康养老智库、卫生发展和健康养老应用技术与标准协同创新基地，成为健
康养老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者以及社会舆论的引
导者。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崔羽

提升创新能力
服务健康产业

这个健康养老应用技术
与标准协同创新中心

助力“健康宁波”

宁波，是一座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也是全国最早进
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浙江省纯老家庭
老人占老年人比例为23.8%，宁波市高达38.0%；宁波1987年
便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了整整12年。

如何健康养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2017年10月26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健康养

老应用技术与标准协同创新中心获批第一批浙江省应用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成为7个获批协同创新中心中唯一关注健康养老的
协同创新中心，是宁波唯一获批的市属高职院校。

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升，高龄老人、
失能失智老人以及空巢老人的健康照护与服务已日益成
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中国的建设核
心是人民健康，而老年群体的健康更是需要关注的重点群
体。国家、省、市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实施意见》《健康浙江2030行动纲要》《宁波市老龄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等文件。

各级政府对养老服务及产业的供给设计已初步完成，
市场的需求也日益旺盛。然而，行业企业的能力水平无法
满足政府和市场的要求。

具有90多年办学历史的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是全
省唯一的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近年来，我校主动顺应区域卫生事业和健康产业的
发展需求，致力于培养技术技能型健康服务专门人才，建
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健康服务类高职院校。我
校依托历史积淀，发挥专业优势，对接区域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需求和关键技术需求，创新发展‘政产学研用’体制机
制，积极服务区域行业产业发展。”该校党委书记任光圆教
授说。

2012年，学校成立现代健康服务技术推广中心。2013
年，学校牵头成立新兴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学
校将新兴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改为健康养老协同创新
中心，当年获批宁波市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经过多年探索，
健康养老协同创新中心形成了完善的工作机制。

校内，健康养老的技术和标准研究涉及临床医学、预
防医学、护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律等多学科领域，因此
按照多学科交叉整合的原则，将校内相关专业力量整合进
入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平台。

校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和行业企业的参与，
以真正实现“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目的。一是政府保
障。市民政局等政府部门联合提供政策导向，搭建工作
平台，协同整合全社会资源开展相关研究和技术推广。
目前，已建有宁波老年照护与管理学院、宁波家政学
院、市卫生政策研究中心、市养老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二是技术创新保障。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等为
科学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质量保障，宁波工程学院
等充分发挥其学科力量承担研究任务。三是应用与实践
保障。将宁波市海曙区广安怡养院等作为研发的标准、
规范和技术的使用示范者。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在健康养老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
首先是促进了区域健康养老行业发展。自2013年以来，承担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项目、国家星火计划等126项，研究经费达518万。制定的《宁波市养老
机构等级划分规范》被省教育厅采纳使用；提交的“推进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业
发展政策研究”被市委采纳；出版了《机构养老的宁波模式研究》等5本学术专
著；获得了“一种便于坐、趴的养老院专用床”等19个技术发明专利；完成了105
家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估工作；建立了国家、省、市三级培训体系；开展了健
康服务类工种的“高级养老护理员培训”等20个在职人才培训项目。

其次是优化了现代健康养老专业群结构。提交的《在医药卫生大类中新增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专业目录和专业名称修改的建议》被教育部采纳。学校担任
全国健康管理与促进类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护理（老年护理方向）、康复
治疗技术专业获批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建设点，为
全省立项最多的院校。

再次是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方向。建成健康养老服务模式、健康
养老发展政策与管理、健康养老标准与产品研发、健康养老队伍专业化4个研
究室；建成长期照护辅具研发、老年人康复适宜技术、功能性食品研发3个实验
室，形成了以失智失能老人为核心对象的标准、技术和研究。

健康养老应用技术与标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后将如何运作呢？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共组共建管理机制。理事会负责重大决策、建设经费

的筹措支持、研究项目的推进协调等；中心主任根据理事会决议，全面负责建
设、工作推进和运行管理；学术委员会直接对主任负责，承担学术质量控制、技
术指导和咨询等工作；首席专家负责具体研究方向的项目选题、学术水平；健康
服务研究所和特色学院在相应实验室、工作团队和研究基地支持下，承担具体
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实验推广基地则负责研究成果的试行和推
广。下设健康因子检测中心、长期照护研究中心、急重症校级协同创新中心等
研究平台。

与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等高层次研究机构协作，重点开展双方博士
联合重大科研项目攻关；与台湾长期照顾机构协会等境外研究机构合作，重点
开展先进长期照护技术研发与引进；与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等专业研究机构合
作，重点开展区域实际需求的政策理论研究。

以区域实际需求为导向，主动服务区域政府、养老机构，开展相关标准制
定、服务技术研发及推广。积极推进宁波老年照护与管理学院特色学院实体化
建设，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试点，探索长期照护人才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改
革，培养复合型高素质创新人才。

积极推进“健康宁波”建设

理事会领导下的共组共建管理机制

促进区域健康养老行业发展

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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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进行小组讨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