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宁波读宁波

A06A062023年11月16日 星期四 专题2023年11月16日 星期四 专题 责编/朱忠诚 胡晓新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照排/余佳维 张婧责编/朱忠诚 胡晓新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照排/余佳维 张婧

把服务做到老人心坎里

作为陈奶奶的主要照顾人，70岁的
马阿姨这几年来一直陪伴在陈奶奶左
右。她告诉记者，她和陈奶奶是多年邻
居，关系很好，虽然她也很愿意照顾陈
奶奶，但随着年纪的增大，越来越感到
力不从心。

由于陈奶奶同时还有中度失智的
情况，已经不太认识人，平时对照护者
会有打掐的情况，照护难度比一般的失
能人员更大。也正是考虑到这个情况，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专门安排魏阿姨参
加了认知症照护方面的专业培训。魏
阿姨在照护过程中运用专业的照护技
巧，一点点调节老人的情绪。

“你要懂得怎么跟老人沟通，其实
老人就像孩子一样，经常要哄。只有当
你把他们哄好了，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他
们想要什么，才能把服务做到他们心坎
里，你的服务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魏阿姨说。
据了解，在魏阿姨耐心、周到、细致

的服务下，如今陈奶奶不仅情绪有所改
善，失智状况也有所好转。“现在她已经
记住护理员了，每次看到魏阿姨来，都
会高兴地说：‘小魏来了啊！’”马阿姨这
样告诉记者。

他对“陌生人”从排斥到欢迎

家住鄞州区福明街道的翁爷爷，今
年已有108岁，由于失能多年，长期由子
女照顾。参保长护险不久，翁爷爷接受
了失能评估，被评定为重度失能Ⅱ级。
今年5月，他开始享受长护险待遇，由长
护险护理员提供专业照护服务。

“我们家兄弟姐妹总共5个，最大的
姐姐已经80多岁，我是最小的，也已经
70岁了。”翁先生说，为了更好地照顾父
亲，他们非常需要有专业的护理员来

“搭把手”。后来，长护险护理员王阿姨
便成了他们想要的专业“帮手”。

不过，在王阿姨头几次上门服务时，
翁爷爷却对这个“陌生人”非常排斥。还
好王阿姨经验丰富，很快摸清了老爷子
的脾性，并顺着他的脾性为他提供喂饭、
理发、泡脚、擦身、生活康复等服务。

经过几次上门服务，翁爷爷不再觉得
这个穿着蓝马甲的护理员是个陌生人，而
把对方看作了家人。“我父亲现在的精神
状况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家属身上的负担
也比以前轻多了，长护险这个政策真的非
常好！”翁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为全省、全国提供“宁波样板”
今年1月1日起，我市深化长护保

险制度试点全面启动实施。据宁波市
医疗保障局统计，截至10月底，全市长
护险参保人数已达800.59万，累计享受
待遇人数24264人。随着长护险制度
实施的不断推进，预计全年累计享受待
遇人数将突破3万人。

就在近日，“第一届四明保险论坛
暨中国保险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在宁

波举办，其中“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与
实践创新”分论坛吸引了全国近百名著
名专家学者和各省、市医保部门领导到
会参加交流研讨。

论坛上，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郑进达表示，宁波在长护险建设方
面做到了制度覆盖“全域化”、服务供给

“专业化”、服务监管“数字化”。在“三
化”协同推进下，宁波为全市重度失能
人员提供了更高质量的长期护理保险
服务，为全省乃至全国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建设提供了“宁波样板”。

宁波市医疗保障局相关业务负责
人介绍，自2016年成为长护险国家试点
城市以来，我市多措并举推进长护险制
度落地实施，这项工作已处于全国第一
梯队。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提升服务
供给能力，一方面持续加强偏远地区的
服务覆盖，另一方面不断优化扩展服务
项目，使长期护理保险能够更加贴近失
能人员的需要。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孙雁冰

89岁的她、108岁的他……
用笑容评价这项服务

护理员正在照顾老人。记者 吴正彬 摄

“姆妈，我们击个掌！”11月10日上午，在位于镇海区炼化小区的陈奶奶家中，居家护理员魏阿姨小心翼
翼地把陈奶奶抬到轮椅里，然后和老人做起了击掌的动作。手心与手心相碰的那一刻，陈奶奶开心地笑了。

陈奶奶今年89岁，因骨病长期卧床，属于重度失能人员。两个多月前，她开始享受长期护理保险（以下
简称长护险）待遇，由来自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的魏阿姨为其提供居家护理服务。

像陈奶奶这样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失能人员，目前我市已有2万多人。而随着长护险制度体系的不断完
善，它的“阳光”正照进越来越多失能人员的生活。

11月 14日，宁波60家市
级巾帼共富工坊收到一份特别
的“礼物”——巾帼共富保，这
份保单于 11 月 15 日正式生
效。有了保险加持，姐妹们在
家门口创业就业拥有了更坚实
的保障。

“这份保险来得很及时，我
们非常需要！”“田园启富”巾帼
共富工坊负责人斯双双告诉记
者，她经营一家以新品研发选
育、观光休闲采摘、亲子研学游
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农场。平
时，来访游客比较多，农场内曾
有摔伤、磕伤的事故，而“巾帼
共富保”能有效覆盖此类意外
风险。“我今年也买了一份公众
责任险，现在再多一份保障，心
里更安心了。”斯双双说。

作为妇女群众“家门口”可
感知的共富场景，宁波全市共
有205家各类巾帼共富工坊，
吸纳近 7000 人就业，其中约
90%为女性，工坊致力于帮助
她们提升技能、就业增收、实现

自我价值。但因工坊规模普遍
“小、散、多”，亟需提供安全保
障服务。为此，宁波市妇女联
合会、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等单位联合推出“巾帼共富保”
综合保险试点工作，携手以人
保财险宁波分公司为首的共保
体为“巾帼共富工坊”量身定制
了这款专属保险。

据悉，在保险保障期间，首
批60家市级巾帼共富工坊的
财产安全、3000多名灵活就业
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第三者
的人身财产安全，都将获一揽
子保障。此外，还可得到风险
减量预防服务，帮助工坊管理
人员防范日常风险，拓宽销售
渠道等服务。

位于奉化区山下村的“乡村
筑梦”巾帼共富工坊，主营来料
加工，有灵活就业者112人。“我
们工坊的人员大多是村里的妇
女，有些年纪比较大，突发疾病
或者遭遇意外难以预料。”奉化
西坞街道妇联主席邬路维介绍，

“巾帼共富保”采用的是统一投
保、共同承保的模式，工坊内超
出参保年龄的农村妇女也能享
受权益，填补了社会保险和现有
商业保险的空白。

在市妇联基层部部长魏萍
看来，在“家门口”的共富工坊
日益壮大的当下，女性不仅要

“有活干”，更要“安心干”。“巾
帼共富保”的落地，有利于全面
提升工坊安全管理和保障水
平，抵御工坊发展中遇到的安
全生产、财产损失、人身意外等
各类风险，更好推动乡村女性
增收、企业增效、集体致富。

“‘巾帼共富工坊’综合保险
聚焦小微企业，分类赔偿清晰、
准入方式灵活、责任覆盖面广，
在全省是首创。”人保财险宁波
分公司保险创新发展部副总经
理李宁介绍，下一步，将根据工
坊的建设和推进情况，为更多共
富工坊提供“硬核”保障。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胡青蓝 文/摄

“巾帼共富保”！

“乡村筑梦”巾帼共富工坊
负责人姜雪妹收到保单。

宁波60家巾帼共富工坊收到暖冬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