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解决长寿不健康的问题？
如何提前做好养老健康财富规划？
如何建立老年友好社会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一系列问题是当下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时代考验。慢性病影响因素的综合性、复杂

性决定了防治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已成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的专项行动老年健康促进行
动的重要内容。对此，我市相关职能部门、医疗机构、医疗专家分别就老年性疾病的防治、老年健康保健等相关话题“把脉
问诊”。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的公开数据，截
至2021年底，重庆市60岁以上老年人
口 达 到 了 696.13 万 ，占 总 人 口 的
21.67%。其中，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570.21万人，占比为17.75%。据《重庆
市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公报》和卫生健
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市老年人健康
存在慢病“多”、治疗“多”、失能“多”的

“三多”特点。其中，老年人慢性病患病
率为55.85%，因缺血性心脏病、慢性下
呼吸道疾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住院的人群中老年人所占比
例分别高达86.07%、83.87%、76.61%、
70.04%、57.41%。

开展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对于提高

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建立老年友
好社会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提高
老年人的功能和生活质量、实现健康老
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重庆市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实施健康中国重庆行动，以满足老年
人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老
年健康事业，着力构建包括健康教育、预
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
安宁疗护在内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成果显著。

围绕老年健康，推进医中有养、养
中有医、医养协作、居家医养四种医养
结合模式；建成医养结合机构173家，
提供医养结合床位5.04万张；成功创建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
基地，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
学科的比例2021年指标值为55.36%，
2020年指标值47.65%，同比进步幅度
较大，提前达到健康中国行动国家2022
年目标值（≥50%）的要求。三级中医医
院设置康复科比例，2021年达93.33%，
提前达到国家2022年目标值（75%）的
要求；65岁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
康管理服务率达61.19%。

下一步，将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网
络、强化老年健康工作举措、提升老年
健康素养水平、加强老年医学人才队伍
建设等方面做实做细，努力构建全面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

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丁国富：全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当前，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
化，随着年龄增大，身体各方面机能减
退，一个老年人常常伴随着多种慢性疾
病，临床中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包括
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内分泌疾
病。作为重庆市老年病医院，为了满足
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不

断提高老年人生存及生活质量，医院就
老年慢病患者预防及有效照护等方面
进行了积极思考。

鉴于医院有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1个分院，对老年慢病患者可提供无
缝动态管理服务（即院前、院后有人管
理，院中有人治疗），包括一人一档，专人

管理；一人一策，健康帮扶等。
另外，医院通过“小切口，大民生”，

借助智能穿戴，动态监测居家糖尿病患
者血糖波动情况，对血糖监测异常患者
及时给予干预指导，必要时予以对症治
疗。通过全程无缝式动态管理，极大降
低了糖尿病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市十三院（重庆市老年病医院）院长代茂利：全程无缝式动态管理服务老年慢病

结合老年人的患病特点，医院老
年医学科需要以患者为中心实行多病
共治的模式，而非单纯的“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以疾病为中心进行诊疗。
通过对入院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多学
科共同协作，最大限度地维持和改善
患者的功能状态，从而提高老年患者
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生活质量。

促进健康老龄化，关键在于认识

老年人的患病特点：我国的疾病谱已
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是以传染病
为主，如今包括心脑血管病、冠心病
（急性心肌梗死）、高血压、糖尿病、恶
性肿瘤在内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
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这些
疾病更是老年人的多发病、常见病；老
年人往往是多病共存；老年人罹患的
许多疾病与衰老有关，意味着这些疾

病大多只能控制而难以治愈。
加强对老年性疾病的防治主要是

针对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肿瘤、糖
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减少其发病、致
残、致死和复发率及合并症。促进健
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
食品、医药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大有裨
益。

重医附二院教授陈庆伟：多学科联动协作，促进健康老龄化

慢性病是一类与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密
切相关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
肥胖、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等，具有病程长、病
因复杂、迁延性、无自愈和极少治愈、健康损害
等特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饮食结构发生变化，慢性
病已成为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

为应对“银发浪潮”，医院通过健康小屋、
微信公众号、健康宣传栏、健康知识讲座、电子
屏、定期义诊进社区、护理综合门诊、老年综合
评估室、睡眠心身科、药学门诊、中医康复医学
科等多种方式等进行“老年慢病管理”的知识

健康宣传和管理，有效提高居民的健康保健和
自我防病治病意识。

同时，针对慢病需求，积极推动互联网+
助力慢性病健康管理探索，如慢性病管理
APP、在线医疗等，做到让“信息多跑腿，群众
少跑路”。

目前，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较为
薄弱，需要家庭、社会、政府各司其职，为老年
人健康提供“防、治、管、健”的标准化管理服
务，共同提升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每个人
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预防老年慢性
病，老年朋友要保持健康的饮食方式，做适量
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到医院筛查。

市十三院老年病科主任季遥鹰：
“防、治、管、健”，老年健康需标准化管理服务体系

中医作为一门讲究人与自然、与天地之间
和谐统一关系的学科，与人们的健康生活息息
相关。通过望、闻、问、切，窥探人体经脉运行、
气血盛衰、寒热虚实，可通过内服中药调理脏
腑、经络、气血的阴阳平衡，也可通过外治针
灸、推拿、理疗等调节人体机能，增强免疫力。
为此，治未病的康养理念成为老年人健康长寿
的重要保障。

慢性疾病的出现，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
特点息息相关。生理上，老年人表现为脏腑功
能减退、气血精津液亏虚；心理上，表现为消
极、依赖、长期情绪低落或情绪不稳、易怒等。
许多老年人总感到心悸、胸闷、气短、乏力、不
耐久劳、夜寐不安、容易惊醒、眩晕等，而做心
电图等检查则又往往是正常的。其实这就是

老年人的心脏功能不断老化的表现。
当老年人的心脏功能不断老化时，可以在

中医指导下从运动（如太极、八段锦）、饮食、作
息、心理情绪管理等加强心的保养，避免或改
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当老年人肺气渐
虚，可以在中医指导下进行有氧运动、食疗，或
者使用玉屏风颗粒、洋参保肺丸等中成药或中
药汤剂补肺养肺；为保护脾胃，少吃甘腻厚味、
辛辣之品，不宜过饥过饱，做到“食饮有节”；养
肝要注意保障充足睡眠，少喝酒，保持乐观心
态；对肾虚的治疗可以采用内服补肾药物，同
时可采用补法针刺三阴交、太溪、命门、腰阳关
等穴位治疗。

马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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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中医院公卫科科长杨晓东：
以治未病为中心，多方法预防老年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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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业界人士为老年健康“把脉问诊”
科学防治慢病 助推老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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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山下埋忠骨，两江回荡颂英
烈。11月26日到11月28日，重庆红岩
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下称红岩联线
管理中心）组织开展纪念“11·27”烈士
殉难73周年网上祭扫活动。烈士亲
属、市民通过在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官网

“11·27祭扫”活动专栏献花等形式，向
红岩英烈表达无限哀思。

据了解，从11月26日起，红岩联线
管理中心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布置台花、
花篮等，营造肃穆庄重的氛围，用鲜花
向烈士致敬。27日早上，红岩联线管理
中心发布祭文，深切缅怀“11·27”烈士：

“抚今追昔思奋进，砥砺前行谱新篇。
纵然岁月流逝、历史定格，你们的光辉
形象将千秋万世、光照人寰，你们的精
神将与青山共存、与日月同辉……”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让我们共
同缅怀”“悼念‘11·27’殉难烈士”……
祭文发出后迅速刷屏，市民纷纷在朋友
圈向烈士致敬。

“小时候，一到‘11·27’，学校就要
组织我们去祭拜先烈，小白花都是我们
自己折好带去的。”市民彭露说，27日，
她在网上向烈士献了花，“重庆人不会
忘记‘11·27’这个刻在记忆中的沉重的
纪念日”。彭露还通过微信给记者发来

3张照片，照片中，两位小文保志愿者正
在红岩巴士上向游客讲解红岩故事。
去年11月27日发生的这一幕，被彭露
记录了下来。“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
在传承红岩精神，红岩精神一定会永放
光芒。”彭露说。

记者给红岩英烈陈鼎华的妹妹陈
伦华拨打微信语音电话。电话接通
后，过了几秒，一阵哭泣声从电话那头
传来。“我还在哭，心里难受啊，哥哥牺
牲时没结婚，没孩子……”陈伦华说，
她在微信群分享了前不久刊登在《老

年人》杂志上的文章《在烈火中永生的
“红岩英烈”——追忆哥哥陈鼎华》。
这篇文章是陈伦华口述的。她说，目
前自己身体抱恙，康复后，一定要为
党、为先烈、为亲人，把红岩故事继续
讲下去。

“红岩的故事我重新给你分享/黎
明前的黑暗/血泊中的白公馆/带你穿
梭1949年永垂不朽黎明前/最黑暗的
一段……”27日，红岩英烈袁尊一的孙
子袁欣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段写给英烈
的歌词。袁欣说，从小，他就接受红岩
精神的熏陶，几乎每年清明节、11月27
日都会到歌乐山烈士陵园祭奠英烈。今
年，他在网上向烈士献了花，还在朋友圈
转发献花的链接，希望人们铭记历史，在
红岩英烈的事迹中汲取前进力量。

连日来，全市大中小学校广泛开展
线上纪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从红岩
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25日，渝中区人和街小学、渝中区
天地人和街小学共同开展了“追寻红色
记忆 传承红色基因”——“11·27”革
命传统教育线上主题队课，孩子们相聚
云端观看短片，缅怀英烈。渝中区解放
西路小学组织学生们在云端收看《国家
记忆》——《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引
导他们立志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

追忆先烈 从红岩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重庆社会各界网上祭扫深切缅怀“11·27”英烈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记
者 叶昊鸣 樊曦）交通运输部日前发
布新版《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
法》，进一步明确所有铁路旅客列车和
车站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

近年来，随着铁路的快速发展，电
子车票已实现全覆盖，铁路旅客车票实
名制管理早已超出原办法规定范围。
此次修订的新版办法，是在原办法对快
速及以上等级旅客列车和相关车站实
行车票实名制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所有铁路旅客列车和车站实行车票
实名制管理。同时明确，不属于长途客
运的公益性“慢火车”、市域（郊）列车、
城际列车和相关车站根据实际情况暂
不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的，铁路运输企
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布并说明理由。

在细化车票实名购买要求方面，新
版办法规定，购买车票以及办理补票、
取票、改签、退票等业务时，应当提供乘

车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
件信息。明确通过互联网、电话、自动
售票机、人工售票窗口等方式购票时可
以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种类，增强可操
作性。旅客遗失实名制车票的，铁路运
输企业经核实旅客身份信息及购票信
息后，应当免费为旅客挂失补办车票。

在完善车票实名查验规定方面，新
版办法规定，旅客应当配合铁路运输企
业实施车票实名查验，在检票、验票、乘
车时出示车票和本人购票时使用的有
效身份证件。车站应当设有人工实名
查验通道，为老年人、证件无法自动识

读、需要使用无障碍通道和其他需要帮
助的旅客提供必要的服务。铁路运输
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对实施车票实名制
管理所获得的旅客身份、购票、乘车等
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不得非法收
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同时应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制
度，采取必要防护措施，防止旅客个人
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新版办法还明确了相关方面的法
律责任。在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过程
中，发生殴打、辱骂车票实名制管理人
员，冲闯、堵塞实名查验通道、相关场

地，破坏、损毁、占用相关设施设备、系
统等扰乱车票实名制管理工作秩序、妨
碍车票实名制管理人员正常工作行为
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予以制止。对铁
路运输企业泄露旅客个人信息的，交由
有关部门处理；对不落实车票实名制管
理要求的，明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理。对铁路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失
职、渎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新版办法将于2023年1月1日起
施行。

2023年1月1日起
所有旅客列车和车站实行车票实名制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刘国中同志不再兼任

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一
德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

陕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务
院、中央军委日前批转了公安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关于调整规范军人家属随军及落
户有关政策的意见》。

《意见》明确，现役军官（含警官）
和三级军士长以上军士（含警士），以
及驻国家、军队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
三类以上岛屿和西藏自治区部队服役
的一级上士，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无
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经旅（团）级以
上单位的政治工作部门批准，可以随
军；驻京部队军人家属随军有关政策
由军队参照党中央关于北京市新增落
户审批和管理文件精神另行制定，新
政策出台前仍暂按现行有关政策执
行。军人配偶符合到军人所在单位驻

地自主落户条件，经驻地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批准且办理落户手续的，落户
30日之内，军人应当向所在旅（团）级
以上单位的政治工作部门报告和备
案。

《意见》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家属随军
及落户有关政策，对符合随军和自主
落户条件的军人家属，优先提供服务
和保障。军队各级要加强政策形势教
育，引导广大官兵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出贡
献。

这次调整规范军人家属随军及落
户有关政策，是贯彻落实军事政策制
度改革部署的实际举措，对增强部队
凝聚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意见

调整规范军人家属随军
及落户有关政策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1月
27日，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为重庆
中建八局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合川区
体育中心及配套工程PPP项目，发放
了1.66亿元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
款。

这是重庆市首笔体育领域符合专
项再贷款支持条件的设备更新改造专
项再贷款，开创了重庆市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下的设备更新改造
专项再贷款新模式。

据悉，今年9月28日，中国人民
银行宣布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
贷款，专项支持金融机构以不高于
3.2%的利率，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
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实施
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为推动设
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顺利在渝落
地，重庆建立了跨部门、市区两级联

动的协调机制，积极组织设备更新改
造项目贷款需求申报，推动辖区金融
机构第一时间开展“一对一”项目对
接，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加快贷款投
放。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高度重视，
快速反应，成立了由分管公司和审批
的行领导牵头，公司、机构、审批、信
管、普惠、法律和资负等部门组成的
工作专班，推动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
贷款加快落地。

其中，该行支持的合川区体育中
心及配套工程PPP项目，是承办重庆
市第七届运动会的运动场馆，建成后
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内体育基础设施水
平，为市民提供健身运动场所。为助
力该项目建设，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启动应急预案，
加班加点做好客户沟通对接，快速完
成了贷款的审批、发放等程序。

合川区体育中心项目
获得1.66亿元贷款

开创重庆PPP项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新模式

渝中区人和街小学学生在云端观看短片，缅怀“11·27”英烈。
（人和街小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