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报观察 5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月 15日 星期五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张辉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健康老龄化蓝皮书》发布，本报记者专访课题组专家——

五个维度看重庆健康老龄化发展

城市健康老龄化水平总得分及排名（2019年） 单位：分

城市

珠海
北京
南京
深圳
上海
广州
苏州
杭州
太原
昆明
厦门
成都

乌鲁木齐
无锡
海口
天津
宁波
武汉
沈阳
长沙
青岛
济南
西安
大连
重庆
贵阳
郑州
南昌

呼和浩特
银川
南宁
西宁
福州
合肥
兰州
长春
石家庄
哈尔滨

城市健康
老龄化水平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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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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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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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61.49
56.96
50.80
49.91
49.19
48.57
48.00
47.44
47.08
45.78
45.63
45.21
44.74
44.65
44.21
42.96
42.58
41.99
41.77
41.62
41.08
40.26
40.09
39.55
39.55
39.43
38.99
38.78
38.70
38.65
38.09
37.56
36.67
34.95
34.76
34.24
33.94
32.37

健康
医疗

10.19
14.12
10.38
7.84
10.54
9.66
10.37
12.54
10.11
8.56
7.53
11.59
12.90
11.52
7.80
9.89
9.33
12.15
9.62
10.34
10.36
10.68
8.33
8.58
7.70
5.81
9.04
9.24
11.41
8.91
9.62
8.11
8.42
7.45
7.82
7.68
5.59
7.72

人居
环境

17.53
11.67
11.71
14.02
9.96
10.66
13.81
10.46
11.32
12.13
11.49
12.03
10.62
9.21
9.63
8.80
8.99
9.48
9.61
9.53
10.06
9.92
8.39
10.44
11.45
11.28
8.64
8.84
11.14
11.16
8.20
10.41
8.53
6.03
6.03
8.46
9.99
5.89

交通
出行

11.44
5.26
9.24
7.88
5.95
8.72
5.38
5.96
9.63
7.99
12.93
6.00
8.13
6.56
10.30
6.95
9.03
7.66
6.84
6.41
7.02
5.02
7.18
6.31
8.27
8.76
5.56
6.21
3.80
6.13
7.29
5.27
6.36
6.85
5.65
7.71
6.58
5.26

社会公平
与社会
参与
11.67
9.70
10.31
6.15
6.76
8.96
8.33
9.52
9.85
7.00
9.11
10.51
7.54
9.35
7.93
8.54
5.57
8.10
9.90
9.24
6.71
8.77
9.19
7.11
6.62
8.14
9.82
7.64
6.53
7.73
7.85
8.96
7.14
9.05
6.08
5.36
7.41
7.25

经济
金融

10.67
16.21
9.16
14.03
15.97
10.57
10.11
8.97
6.16
10.10
4.58
5.09
5.55
8.02
8.55
8.79
9.66
4.60
5.79
6.11
6.93
5.88
6.99
7.11
5.50
5.44
5.93
6.85
5.83
4.71
5.13
4.81
6.22
5.58
4.95
5.03
4.36
6.24

况，因此具有客观性和趋势性。
在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得分

与排名中，重庆以11.64的分数，高居38
个城市中的第2位。

“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城市政府对该城市医疗卫
生服务的重视程度。”课题组表示，这个比
重越高，则说明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
的投入越多。

另一个关键指标“每万人拥有医院
数”排名，重庆也以全国第2的成绩，佐证
了重庆政府层面在医疗卫生领域所做的
努力。

尽管课题组认为，众多中西部城市
存在着人口外流因素，导致每万人拥有
医院数指标得分相对较高，但考虑到重
庆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3400万人口，
这项关键指标的全国第2名，依旧含金
量十足。

但与重庆政府层面对医疗卫生服务
的高度重视相比，重庆居民的整体健康意
识，却显得很不够。

城镇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
消费支出的比重排名中，重庆排在了第
29位。在这一指标排行中，排名靠前的
大多都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排名靠后的

多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这意味着包括重庆在内的地方政

府，应在进一步加大医疗卫生服务财政
投入的同时，引导居民开展自我健康管
理，主动投资个人健康，转变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这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提振内
需、搞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课题
组坦言。

已建成运营29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让老人吃饭、洗澡、医疗无忧 为农村失能特困家庭“撑把伞”

这三件民生实事惠及全市720余万老人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月14日，市民政

局召开2020年民政领域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
宣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老年人照
顾服务计划和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工程这3
项重点民生实事的2020年工作任务已全面完
成，惠及我市720余万老人。在最新的社情民
意调查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工作
等民生实事的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民生获得感】2020 年 12 月底，大渡口区
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老人们翘首期盼的社区
养老服务站正式开门迎客。

养老服务站面积不大却“五脏俱全”，拥有
棋牌室、休息室、餐厅、康复理疗区、小书屋、电
脑角等，一应家具都采用“圆角”设计，可为老
人提供食、住、娱、医、护一站式养老服务。

投用以来，社区的老人们每天都会相约到
这里，聊天、看书看报、打牌消遣、唱歌跳舞，晚
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民生完成度】近年来，大城市养老“一床

难求”成为群众关切的热门话题，市民政局认
识到，破解大城市养老难题的核心是解决社区
养老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

市民政局副局长徐松强介绍，按照“一街
一中心、一社一站点”的原则，目前，全市已建
成运营220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2900个社区
养老服务站，市级财政投入10.2亿元，吸引社
会资本投入32.4亿元，设施覆盖率从2019年
初的38.9%提高到97.5%，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我市夯实社区养老的日间照料功
能，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设置生活照料、托养护理、
医疗康复、休闲娱乐等七大功能区，社区养老服
务站设置助餐、康复、阅览、娱乐等功能区域，为老
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乐、助医等35项社区服务。

城市“三助”、农村“三改” 让
老年人健健康康有尊严、舒舒服服
有品质

【民生获得感】1月13日中午，沙坪坝区石

井坡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内的近20张餐桌已座
无虚席，老人们在宽敞明亮的空间里一边享用
午餐、一边聊天交流。

91岁的范淑华老人和女儿、女婿、妹妹凑
成了一桌。她告诉记者，自己是这家老年食堂
的常客，不仅味道好、干净卫生，还丰俭由人。“可
以点餐，也可以选10元一荤两素一汤的套餐，早
中晚都有，我最爱2元一个的鲜肉大包子。”

据了解，今年 1 月起，石井坡街道还针对
辖区 120 多位低保、特困老人推出特惠餐：由
政府补贴 7 元，自己只需付 3 元就能吃一份
套餐。

【民生完成度】用餐、洗浴、医疗和适老化
设施设备是老年人最现实的需求，对此，市民
政局制定了《老年人照顾服务计划实施方案》，
在城市社区开展助餐、助浴、助医“三助”行动，
在农村开展敬老院“三改”行动，让老年人健健
康康有尊严、舒舒服服有品质。

目前，已有12个区县开展城市社区“三
助”行动，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开展助餐上门、助浴到户等居家养老服

务。据初步统计，全市开展“助餐、助浴、助医”
居家上门服务的站点达875个，开展社区助餐
服务12.6万人次，助浴服务1.2万人次，助医服
务30万人次；流动助浴车深入社区和农村开
展服务300余次、7400余人次享受服务。

同时，我市对150家符合条件的农村敬老
院热水供应系统、老人房间标准化、公共洗浴
间适老安全化进行升级改造。两年来，市级财
政补助3000万元，区县投入近1亿元，乡镇敬
老院达标率从40.6%提高到74.7%。

全市已建成失能人员集中照护
机构47家 基本实现失能特困人
员“应护尽护”

【民生获得感】“我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好，
平常的饮食比在家里丰富多了，生病又有医生
及时来看。”在大足区万古失能人员养护中心，
65岁的农村贫困残疾人刘学富说起眼前的生
活，十分满足。

刘学富从小残疾，由于没有劳力，成了农

村贫困户。大足区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工
程——万古养护中心投入使用后，他被集中安
置到了这里，可享受生活照料、医疗康复、文化
娱乐、心理疏导、临终关怀等12项专业化基础
照护服务。

【民生完成度】针对乡镇敬老院失能照护
能力较弱、农村失能老人刚性需求较旺的供需
矛盾，市民政局明确2019年在北碚、大足、奉
节等7个区县试点建设农村失能人员集中照
护机构，2020年向全市推开实现全覆盖。目
前，7个试点区县已全部建成，全市已建成失能
人员集中照护机构47家，新增失能护理型床
位4500余张，基本实现了失能特困人员“应护
尽护”，提升了失能特困人员生命质量和幸福
指数。

□本报记者 陈波 黄婴

《健康老龄化蓝皮书：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2019-2020）》（以
下简称《蓝皮书》）由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研究院发布。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
研究院是全国第一批“国家老龄科学研究基地”之一，已连续3年发布中国大中城
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

报告选取全国38个大中城市作为研究考察对象，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评估体系。以此为契机，重庆也获得了难得的一次以第
三方客观视野和专业视角，审视重庆养老水平、养老现状与养老位置的宝贵机会。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蓝皮书》课题组组长、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教授杨一帆，以期为读者带去一个新视角下
的重庆养老。

38个大中城市，38个代表了我国较高
养老环境和水平的城市样本，《蓝皮书》按
照科学专业的方式进行全方位分类比较。

居于西部的重庆市健康老龄化水平
总得分，居于这38个大中城市的第25位。

与以往采取直观的感性认知或以某
一方面为指标衡量城市养老整体水平不
同，《蓝皮书》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
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评估体系。

该体系从“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
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
金融”五大维度，并采取公开权威数据，对
这38个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发展水平进
行系统分析。

“重庆作为西部地区，本身老龄化发展
速度就呈现不断加速态势，再加上人口多、

底子薄、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市情，能够取得
这样的排名，侧面反映了重庆在应对老龄化
之路上所做的不懈努力。”杨一帆教授表示。

杨一帆介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速度明显呈现东部放缓、中西部不断加快
的态势，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相
伴随，农村老龄化程度深，超前于城镇。
重庆作为西部主要大中城市之一，面临的
老龄化压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根据相关研究，到2053年前后，我国
老年人口规模将达4.87亿，占总人口比
重34.8%，老年抚养比将达到70.8%、社
会抚养比将达到103%。

到达这样的峰值，就意味着届时我国
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承担扶（抚）养71
个老人和32个少年儿童的沉重压力。

人口多人口多、、底子薄底子薄、、区区域发展不平衡域发展不平衡

重庆健康老龄化水平名列25位已是不易 西宁
重庆
兰州
南宁
北京
海口
上海
南昌
厦门
贵阳

1
2
3
4
5
6
7
8
9
10

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得分与排名 单位：分

12.50

11.64

9.51

8.83

北京
海口
杭州
武汉
昆明
成都
重庆
济南
上海
南京

1
2
3
4
5
6
7
8
9
10

各城市健康医疗总得分与排名 单位：分

8.72

7.69

7.06

6.86

6.67

6.07

70.66

64.50

62.68

60.75

57.94

57.58

57.04

53.40

52.72

51.88

在城市老年人人居环境中，城市交通
状况和居民出行条件深刻影响着城市老
年人的发展机会，课题组因此专门在《中
国大中城市老年人交通出行发展报告》
中，从38个大中城市的交通出行角度进
行了量化分析。

课题组建议，重庆交通地理条件的改
善，要从规划、从组织、从细节等角度下

“绣花针”功夫，更加考虑人性化，尤其是
儿童、老人、残疾人等脆弱群体，构建全龄
友好包容的人民城市。

课题组研究显示，老年人的主要出行
方式为公共交通（公交）和慢行（步行），因
此应通过优化、改进公共交通和慢行系
统，投入新要素，以构建老龄友好型交通
系统。

在老年人的中短距离出行中，主要出
行方式是慢性（步行），因此构建好年龄友
好的慢行交通系统非常重要。

而构建一个好的慢行交通系统需要
做到三点：

增加慢行交通道路的面积，优化慢行

交通道路的分布和规划，扩大慢行交通
道路的辐射范围和提升慢行交通道路的
使用效率。

加强慢行交通道路的服务性，通过
设立休憩点、服务站和提高道路绿化程
度等措施，提高老年人出行舒适度。

提高道路安全性，通过控制机动车
速度，设立“老年人安全区”、增加安全防
护设施等手段，保障老年人的出行安全。

至于公交更是老年人出行的另一种
主要方式，对老年人友好的公交系统也
需要注意三点：

合理规划公交站点的分部，增加城
市公交车的数量，构建辐射范围广、服务
可及性高的公交网络。

公交上加装老年人专座、对候车厅
进行适老化改造等方式，降低老年人乘
坐公交的难度，提高老年人出行舒适性。

对交通信息系统进行适老化改造，
通过智能线路规划、高峰提示、乘车信息
平台适老化改造等措施，提高老年人出
行的便捷性。

““适老化交通适老化交通””需要打造慢行系统需要打造慢行系统

改造公交系统有三点建议

按照五大维度比较，重庆在“人居环
境”和“交通出行”维度上高于均值，在“健
康医疗”“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和“经济
金融”维度上低于均值。

数据总显枯燥，杨一帆解释，就健康
老龄化水平而言，即便是排名第一的珠海
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宜居城市
竞争力报告》中，珠海已连续3年位居第
一，但总得分也并不高，为61.49分。

“这说明我国各大中城市在健康老龄
化发展层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建设。”杨一
帆说。

杨一帆举例，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各
省市都已组建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划转到卫健委。但是从其
职能来看，仍在五个领域存在不足：

对生命全周期的视角和立足全人群
的理念关注不够，往往将“健康老龄化”简

单地理解为提高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
数十个部门组成的市老龄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作用发挥不明显，部门间政策、
行动的协调性不够，大老龄工作格局亟待
加强。

基本概念不清晰，如“健康产业”“医
养结合”“老年长期照护”等界定不清晰，
这导致各政府部门包括社会各界的理解
和执行标准参差不齐。

忽视老年人的主体性发挥，仅关注老
年人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缺乏对老年人
价值创造能力的重视。

健康老龄化建设的资源短板明显，老
年群体健康服务机会不均等，城乡差异、
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大。

“重庆在健康老龄化水平的各考察维
度上，优势和劣势都较为明显。”《蓝皮书》
课题组表示。

““人居环境人居环境””和和““交通出行交通出行””维度上高于均值维度上高于均值

重庆健康老龄化优势和劣势都较为明显

在这场全国健康老龄化大PK中，重
庆还以一项特殊的成绩被课题组列为重
点研究和阐述对象。

在综合了8个一级指标得分后，重庆
在各城市健康医疗总得分与排名中，以
57.04分的总分，排名全国第7。

值得一提的是，排名前10的城市中，

仅有重庆、昆明、成都三座西部城市入
选。重庆从2017年的35名跃升至2019
年的第7名。

《报告》指出，拉长时间段观察，重庆城
镇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
的比重、每万人拥有医院数，以及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指标，均出现大幅度增长。

从第从第3535名到第名到第77名名

重庆老年人健康医疗呈跨越式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健康医疗
作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核心要素，重庆即
便是在38个大中城市中，也居于非常领
先的位置。

《中国大中城市老年人健康医疗发展
报告》对38个样本城市的人均医疗支出、
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等8个一级

指标，进行了综合评
分和排名。

此外，课题组还
综合分析了这些城
市在 2015 年、2017
年、2019年的健康医
疗维度指标变化情

重庆老年医疗现状重庆老年医疗现状

政府医疗投入大，居民健康意识弱

城市人居环境是社会老龄化的重要
载体，为此课题组也发布了《中国大中城
市老年人人居环境发展报告》，以空气优
良率等9个一级指标作为评价基础得出
综合评分和排名。

重庆在“人居环境”维度上，综合排名
全国第13名。在9个一级指标上，重庆
在“城市区环境噪声等级”和“道路交通等

效声级”指标跻身全国前10。但是，在
“每万人拥有绿地面积”指标上，重庆仅仅
名列第28位；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指
标上，重庆名列第22位。

尽管重庆有些指标不太理想，但近年
来在城市人居环境发展上一直在稳步前
进。城市人居环境排名也从2015年的排
名第18，前进到了2019年的第13。

重庆人居环境发展指标稳步提升重庆人居环境发展指标稳步提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有待提高

资料来源：《健康老龄化蓝皮书：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
化指数报告（2019-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