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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
加快，养老早已成为关系民生
的大问题。随着人们对养老
服务业要求的不断提高，建设
一支专业养老护理员队伍迫
在眉睫。

市人大代表刘新宇在广
泛征集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
出了加快养老服务领域专业
人才建设的建议。

她说，目前我市的养老护
理人员基本上以家庭妇女及
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缺乏专业
的护理培训和技能，虽然也有
持证上岗的，但总体专业素质
不高，工资待遇也比较低。如
今，养老护理人员的整体素养
早已跟不上市民高品质养老
的需求。

为了能尽快建立一支高
水平养老护理员队伍，刘新宇
代表建议各高职院校增设养
老护理专业，为社会培养更多
的专业型护理人员。同时，由
政府职能部门牵头，将社会上
零散的养老护理人员纳入管
理，统一进行专业培训，有条
件的还要进行继续教育培训，
使这些人员能够真正实现持
证上岗，以确保养老护理的质
量。

除了“再教育”，刘新宇代
表还建议将养老护理员纳入
公益性岗位范畴，为养老护理
员设立政府特殊岗位补贴，稳
步提升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
福利，确保留住人才。

此外，她希望媒体能加强
对养老护理人员的正面宣传，
让社会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
尊重，提高护理人员的社会认
可度和社会地位。

记者 徐叶

宁波已迈入超老龄化社会

做深做细养老服务，以解“近忧远虑”
A.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迈入老龄
化社会的，老龄化进展速度与经济实力水平不相
匹配，养老方式以居家养老为主。近年来，随着
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需
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的趋势愈加明显，不够完
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满足老龄化的需要。

一直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业都高度重视，
但养老服务仍面临诸多困难，比如供需严重失
衡。以慈溪为例，至2017年底，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达27.12万人，养老机构却只有17家，平
均每百名老人仅拥有床位2.29张。

去年4月，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发布了《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当年10月
1日起施行。我市民办养老业也由此步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市人大代表孙群燕认为，目
前民间资本投资已成为推动养老业发展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只是其发展“瓶颈”较多，还需要
加大力度给予扶持。

为了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孙群
燕代表建议将养老业发展纳入各级政府及部门主
要领导的考核考评。由主管领导牵头，进一步完
善各项机制，切实消除民办养老服务在政策、资源
上的各种壁垒，确保其合理的投资效益回报。

此外，孙群燕代表还建议进一步探索创新民
办养老机构与公办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合
作共享机制，推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公办民办
合资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养老业与文化、旅游、
健康等相关产业的有机结合，融合推进。

B.发掘养老服务现有潜力

随着我市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养老服
务的供需将进一步失衡。通过建设来增加养老
机构数量，这种方式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相对而言，整合养老机构现有的各类资源，充分
发掘内部潜力，似乎更为可行。

市人大代表高惠君提出，可通过发展“智慧养
老”，有效缓解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她在调
研中发现，目前，我市已有不少地方开展智慧养老
探索，如江北区开展智慧养老综合平台试点建设、
镇海区搭建社会养老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鄞州区
尝试“家院互融”养老模式，已取得不错成效。

然而，从全市的总体情况来看，养老服务业

的整体信息化建设水平还不高。统计数据显
示，全市2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2000多个养老
服务站中，已接入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占比不足
总量的三成，很多养老服务机构仍处于相对落
后的“传统模式”。

高惠君代表建议宁波市通过政策扶持保障、
专业服务平台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招引、创新探
索发展模式等，来全方位推进“智慧养老”的加速
发展。

其中，她还特别提到建立养老服务大数据库，
希望借力信息技术，“智慧”地整合相关社会资源，
打破目前养老“信息孤岛”的现状。

C.加速升级医养结合型养老模式

相比城市，农村养老服务资源更为稀缺。
医养结合型养老模式将现代医疗服务与养老服
务有效结合，打通共享医养资源，是满足广大农
村居民养老需求、化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风险的
有效途径。这种养老模式，代表委员们在市两
会期间多次提及。

目前，宁波已就医养结合型养老模式，从政
策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不仅建立了对口支
援、绿色通道和双向转诊联动机制，还将民办养
老机构内设立的医疗机构纳入了医保定点范
围，较好地解决了养老机构内老人看病就医问
题。同时，还鼓励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条件
具备的可申请设立医院；鼓励养老机构、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站）与周边医院、社区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然而，在一系列的试点工作中，这种模式仍

然存在许多不足。在市政协委员刘慧杰看来，
要完善市医养结合型养老供给体系，首先需要
确保“医养结合”建立模式的主体合法性。在完
善政府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出台各项优惠政策，
进一步激发服务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同时，他还建议扩大医养结合体系中纳入
医保的范围，增加医保配额。通过明确合理的
医保支付方式，扩大老年人医保支付范围和药
品选择机会，使其在医疗资源使用上拥有更大
的自主权。

“医养结合”虽好，但也是“高风险”领域，一
旦纠纷“缠身”，便会大大降低相应服务机构的
效率。刘慧杰委员认为，应完善考虑防范“医养
结合”过程中产生的医疗事故纠纷预案，确保老
年人在不同的阶段，由相应的部门承担风险管
理责任。

专业养老护理员
队伍亟待建设

宁波，已经迈入超老龄化社
会。截至2017年底，全市65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16.2%。按照国际通用标准，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7%视
为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5%视为
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随着养老观念的不断转变，人
们对养老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
论是入住养老机构、接受专业化照
护，还是选择居家养老，享受分项系
列服务，都要求养老服务做得更深
更细更人性化：不光要老有所养，还
得养得好。

养老服务，涉及千家万户，自然
又是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D.

去年去年，，宁波晚报宁波晚报··博组客海曙白云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蓝天路博组客海曙白云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蓝天路108108弄弄2525号正号正
式开张式开张，，大批老人前往体验大批老人前往体验。（。（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记者记者 刘波刘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