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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8岁的周天全爷爷此前有2个愿望：
一是有病能治，二是有地养老。作为渝北区的
一名五保户老人“老无所依”是他最担忧的事
情，不过，他的担忧并没有持续太久。2022年4
月，他被送往医养结合机构——悦来老年康养
中心，在那里，医护人员为他的右肢做了精心治
疗，并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医养护理。目前，周
天全爷爷已经完全康复，借助足部辅助工具已
可自主行走。同时，他也不愁该如何养老，在悦
来老年康养中心，有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对他进
行照料，他可以在那里颐养天年。

周天全爷爷之所以能够医养无忧，离不开
近年来渝北区奋力推动医养结合工作高质量发
展所作的努力。

渝北区地处重庆主城北大门，辖区面积
145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8万人，是成渝国
际综合交通枢纽的核心载体，也是全市唯一经
济总量超2000亿元、城市建成区超200平方公
里的区县。但渝北区的发展也面临着一大“痛
点”，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渝北区目前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7.6%（数据来源渝北区
卫生健康委），全区老年人的养老、健康需求也
在逐渐增加，如何有效将“医疗+养老”结合成
为了渝北区委、区政府满足老年群众美好生活
期盼、提高幸福指数的重要民生事项。为此，渝
北区开始了对全区医养结合工作的探索，并逐

渐形成了具有渝北特色的医养结合经验。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机制健全。将医养结

合工作纳入《重庆市渝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与卫生健康、养老事业一体部署、齐头推
进；通过健全“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医养协作、
居家医养”等多种模式，推动医疗、养老全方位
融合、全人群覆盖；在公办公营、智慧养老等方
面深度探索，打造出了诸如悦来老年康养中心、

“医+养+科技”三位一体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体
系、“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养老”项目，形成
了一批可复制的典型经验。

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开展“组团式”帮扶。
创新实施城乡“医疗反哺”计划，设立4000万元

“双资金池”，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打造慢病管
理、妇幼健康、中医养生、特色专科四个部，由区
级医院牵头对其开展全方位帮扶，让老人就近
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突出优质高效发展，采用“一站式”服务。
渝北区全力探索推进医疗、养老“同一地点设
置、同一团队管理”，打造公办“医养护”一体化
康养机构2家。建立了与上级医院会诊转诊机
制，通过远程连线、上门巡诊等方式开展健康服
务，病情复杂的老人优先转入上级医院治疗，病
情稳定后转回康复护理，有效解决老年人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建立“场景式”参与，突出人文关怀。实施
“亲情聚宝盆”制度，鼓励亲人探视获取积分兑
换服务、减免费用。全区321个养老服务机构
与高校、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建，定期开

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
给老人讲今天的时事。全区建有1所区级老年
大学、22个镇街分校、49个社区教学点，开设声
乐、书法、养生等课程，让老人在安享晚年的同

时实现自我价值。
实行“全覆盖”兜底，让医养结合惠及百

姓。立足“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目标，
建成公办公营的悦来老年康养中心，集中为全
区特困失能老人提供医疗、养老、照护服务。引
进椿萱茂、光大百龄帮等高端品牌，积极支持巴
蜀医院等面向大众的品牌发展，满足不同层次
老年人群康养需求。

经过多年建设，渝北区目前已有医疗机构
940家，住院床位7014张；养老服务机构321
家，养老床位9126张，成功构建起覆盖城乡、功
能多元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形成了全区“15
分钟医养服务圈”，提升了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和
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经过不懈努力，今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官网发布《关于命名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市、
区）和示范机构的通知》，渝北区被命名为首批
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

下一步，渝北区将依托“15分钟医养服务
圈”，不断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和水平，让老
年人能够享有“身边、床边、周边”的医养康养服
务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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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享养老 “圈”出健康

“医生，我右手无力，写字都写不好，麻烦
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去年10月，正在渝北
区双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门诊坐诊的
唐怡医生，接诊了辖区居民李婆婆。经初步诊
断，李婆婆为急性脑梗死，若不及时治疗，将有
生命危险。

随后，唐怡医生为李婆婆申请了渝北区人
民医院转诊“绿色通道”，渝北区人民医院立即
派车，将李婆婆接诊到专科治疗。李婆婆在唐
怡医生的积极转诊和渝北区人民医院及时、有
效的救治下，恢复良好，目前已经出院。

“没想到专家居然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
诊，我真是太幸运了。”事后脱险的李婆婆谈
到。其实，这场成功的生命接力并非偶然，而
是得益于渝北区人民医院实施“反哺计划”丰
富的内涵。该院以“反哺计划”联络员为纽带，
与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上下联动，依托三条绿色
通道做好双向转诊。而唐怡医生，则是渝北区
人民医院“反哺计划”中下沉基层医疗机构的
63名专家医生之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面对辖区人口
老龄化，看病需求老人逐渐增多，而基层医疗
机构医护人员缺乏经验的问题，渝北区人民医
院坚持畅通人才流动通道，根据基层医疗机构
的实际需求，依托“县聘乡用”人员长期驻点帮
扶和专家团队定期坐诊的形式，进行一对一、
结对子帮扶，坚持基层培训，打通基层卫生发
展的人才和技术瓶颈。同时，长期接收基层医
院的医护人员到渝北区人民医院进修、培训，
通过与基层医护人员“面对面”“手把手”地交
流和指导，帮助基层医护人员提高医疗技术水
平和服务能力。

有了畅通的人才流动通道，还应有高效的
信息传播渠道。为此，渝北区人民医院通过建
设“互联网+医疗”的远程会诊网络，让渝北区
人民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通过网络相连，可远
程开展疾病诊治、技术指导等工作，让院与院
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渝北区人民医院自2022年7月“反哺计
划”开展以来，已有332人次到基层，开展教学
查房103次、业务技术指导99次、健康讲座27
场。“反哺计划”已逐渐成为辖区居民看病就医
的“高速通道”，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家门口
的优质医疗服务。

最近，家住渝北区仙桃街道祥和路社
区的李婆婆心情不错，自己多年的高血压，
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降到了正常水平。今
年68岁的她，自两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便成
为了独居老人。不过，独居并不意味着孤
单，她只要感觉身体不适，便掏出手机通过
网上“下单”的形式，呼叫渝北区仙桃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免费上门检查。

“李婆婆，你的血压虽然是正常水平，
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平时不要吃太咸了
……”“感谢你们，定期来给我体检，还陪我
聊天。”家庭医生上门体检不仅敲开了李婆
婆的“家门”，更是敲开了她的“心门”。有
了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后，李婆婆心态逐渐
变好，已渐渐从老伴去世的阴影中走出。
除此以外，李婆婆家中还装有“一键呼”、烟
感报警器、燃气报警器等智能设备，医护和
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随时了解她的情况，防
止其因独居家中发生意外。

“除了上门体检以外，我们还可以为独
居、失能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生活护理、健
康管理、医疗护理等服务项目，让老人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养结合服务。”渝
北区仙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叶春梅介
绍，为守护辖区失能、独居老人的健康，中
心积极推进“四大部”（即慢病管理服务部、
妇幼健康服务部、中医养生服务部、特色专
科服务部）改革，建立“3+N”医防融合新服
务模式，创新开发使用“智惠仙桃”居家养
老+互动式慢病管理服务系统，并依托智慧
健康养老平台卫生服务系统，为辖区内居
民建立健康档案25513份，健康体检库更新
健康体检结果明细3328人次，家庭医生签
约3.6万余人次，咨询问题回复500余次。

渝北区仙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仙桃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整合医疗和养老资
源，打造了“医+养+科技”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模式。在医疗服务方面，实现了资源的
优化配置，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提
升了医疗质量；在养老服务方面，提供了全
方位、个性化的服务，满足了老年人的需
求，有效提高了老年人生活质量。

渝北打造“15分钟医养服务圈”，让医养融合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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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最能概括家住
在渝北两路唐婆婆一家之前的情况。一个月前，
唐婆婆因突发脑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虽然最终
转危为安，唐婆婆却落下了后遗症瘫痪在床。但
一个月后，唐婆婆就已能下床走动，并自行处理一
些简单的生活事务。从“卧床不起”到“自主行走”
之间的转变，关键在于渝北区中医院康复医学科
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

当瘫痪在床的唐婆婆被送到该科室后，经医
生诊断，唐婆婆属于脑出血恢复期后遗症，随后，
该科室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康复治疗方案。在中
医方面，科室运用“醒脑开窍”针法、“动留针术”针
刺手法为唐婆婆进行治疗；在西医方面，科室采用
PT、OT训练、关节松动等手法为唐婆婆进行复
健。如今，唐婆婆最喜欢坐在该科室的走廊里，认
真研读走廊墙上的中医文化知识，在浓厚的中医
氛围熏陶下，让她觉得收获颇丰。同时，科室里齐
全的康复设施以及细致的适老化改造，更是让她
有了家的感觉。

而唐婆婆只是渝北区中医院康复医学科救治
的众多失能老人中的一位。该科室自2022年8月
成立以来，已收治417名老人，治愈率达85%。“科
室成立一年多以来，我们已收到患者及家属送来
的26面锦旗，这些锦旗不仅是对我们能力的肯定，
更是激励我们不断进步的动力！”该科室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据了解，像渝北区中医院这样专门开
设康复医学科的医院在全区共有21家，并打造了
中医药传承工作室3个、精品中医馆5家，其中，

“赵氏正骨术”更是获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了做好老年人康复护理工作外，渝北区中

医院还积极发挥该院中医特色，承担起了全区中
医药健康管理工作，运用中医技术为辖区老年人
的健康“保驾护航”。2023年，全区65岁及以上老
年人接受中医药服务数为15万余人，老年人中医
药健康管理服务率为72.22%。

“我们通过对基层中医药相关工作人员开展
业务技能培训，提升从业人员水平；同时，大力开
展健康知识宣传、下乡义诊等活动，提升老年人预
防保健意识，一切都是为让辖区‘银发族’安享幸
福晚年。”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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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解开了我和妈妈的心结，能让她
没有顾虑地离开。”今年春节前夕，在陪完母亲最
后一程后，田婆婆的女儿紧紧地拉着医护人员的
手感激地说道。

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当时，78岁的田婆婆
被送到悦来老年康养中心，生命已经快走到尽
头。医护人员对田婆婆进行了精心照料，无论是
翻身、进食、如厕，以及疗护都亲力亲为，尽量让
田婆婆减轻痛苦。

但中心的医护人员却敏锐地察觉到田婆婆
似乎一直心事重重，而田婆婆的女儿在看望田婆
婆时也态度冷淡。“我最放不下的是我的女儿，她
一直觉得我偏心她哥哥，我怕她最后都不原谅
我。”护理部主任蓝荣琴在一次护理中了解到田
婆婆母女的矛盾原因，于是便找到田婆婆的女儿
进行谈心。经过一下午的促膝长谈，田婆婆的女
儿终于放下了芥蒂，开始主动和医护人员一起照
顾田婆婆，母女俩的关系逐渐变好。

临别那天，中心医护人员为田婆婆举行了人
生的最后告别仪式。随后，田婆婆的女儿跪在其
床前，喃喃地对母亲说：“妈妈，我现在真的不恨
你了，你安心去吧。”听到女儿的话语后，田婆婆
安详而去。

“我们通过安宁疗护的一些尝试，主要是为
了老人安详离开，老人的家人顺利度过哀伤。”悦
来老年康养中心主要负责人刘昌蓉介绍，悦来老
年康养中心作为渝北区首家公办公营“医养护”
一体的专业化医养结合机构，除了满足辖区失能
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外，近年来还在安宁
疗护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悦来老年康养中心通
过由医生、护士、社工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在老人
离世时通过“四道人生”，即“道歉、道爱、道谢、道
别”，修通老人与子女间的桥梁，缓解患者身体不
适症状，安抚患者及家属的不安。同时，医护人
员还会收集临终老人生前照片制作电子相册，让
家属深受感动。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开展安宁疗
护18例，家属满意度达100%。

在悦来老年康养中心，临终患者重新享受了
生命的美好；有过这样一段相互陪伴的时光后，
家人虽然会有不舍，会有悲伤，但是没有恐慌，没
有内疚，没有遗憾。在这里，爱的故事一直都在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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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为独居老人开展上门健康体检
医护人员细心照顾唐婆婆

医护人员细心陪护康养中心老年人仙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坐诊

医务人员进社区开展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