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养融合后， 老人能
享受到怎样的好处？ 目前
融合面临哪些困境。

满足了老人养老在生
活照料、 医疗服务等方面
的多元需求， 有利于老人
康养恢复， 也有利于整个
养老机构的规范、 向更高
层次的发展。

肖余胜介绍，“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 融合发展
后， 老人能享受到更专业
的服务，幸福感增强。”

陈慈英表示， 医养融
合发展关键的问题在于供
需， 老人有不同的个性化

养老需求。医养融合后，对
那些需要去机构养老，如
老年痴呆、失能的老人，能
享受到之前养老机构不能
提供的服务。

肖余胜说：“在实际
中，有四个问题非常突出：
设施不配套、 医疗资源难
介入、部门缺乏联合推动、
缺钱和人才。”

医养融合需要最基本
的平台， 基础设施如护理
床位还是要的；政策层面，
去年省政府已经发文允许
医疗机构进入， 但如何具
体操作，没有细则；老年护

理保险的问题，长期护理费用
很贵，这部分钱该如何解决？

“钱从哪里来？护理费用
很高，请护工得150元一天，加
上吃住， 差不多要200块钱一
天。”刘春花表示，另外，公办
和民办机构要有一个公平的
竞争平台和机制，报销门类和
比例应统一。

陈慈英指出，各个部门要
统一思想认识，医养结合是一
举多得的，解决了就医、不占
医院床位、减少医保负担等多
个问题。此外，如何解决农村
大量空巢老人纳入医养融合，
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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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切实
抓好10项14件实事中，第六件是新
增养老服务床位2万张。

推动旅游、文化、体育、健康、
养老五大幸福产业服务消费提质
扩容。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
事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新湖南，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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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连线

作为一名健康产业的探索者，
省人大代表莫益民近几年一直关注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过去的省
两会上， 他都提交了相关话题的议
案和建议， 今年也不例外：“合理设
立养老机构，出台相关鼓励措施，将
老年病诊疗纳入医保， 打造智能化
互联网+医疗+养老产业。”

相关数据显示，2050年， 我国
老龄人口将达到4.8亿，占总人口的
35%左右， 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
国家， 养老问题成为了我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 莫益民一直在思考。“养老话题
的建议每年都提，随着社会发展、百
姓需求， 每年都有新的思考和体
会。”在他看来，实施“医养结合”养
老模式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而养老
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需要从产业主
体、模式机制、发展统筹、引导推动、
维护保障等五大方面系统考虑。

莫益民建议， 应结合市场实际
需要和容量， 科学合理设立养老机
构， 并促进医疗机构与区域其他养
老机构、社区养老、家庭养老等深度
融合，打造智能化互联网+医疗+养
老产业。

同时，他认为，相关部门应出台
鼓励医养产业融合发展的落地政策，
建立卫生计生部门牵头，民政、老龄为
辅，财政、人社、税务、食药等相关部门
为成员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职能分
工， 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
一步明确养老机构建设、运营补贴政
策，加大补贴力度，放宽医养产业融资
政策，搭建融资平台。”

此外，莫益民还建议，将老年病
诊疗、康复、护理纳入医保统筹，从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资金中配套社会
养老购买商业保险基金， 引导商业
保险机构开发适用于医养产业的健
康险种。督促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
校增加养老服务业所需要的老年医
学、康复、心理咨询、护理、营养等专
业，积极培养养老服务人才。设立医
疗+养老示范项目，以点带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

■记者 吕菊兰 李琪

省人大代表莫益民：
打出“组合拳”
促养老产业发展

省人大代表莫益民。

借鉴外地经验，破解四大难题，让养老更放心

打造医养融合的新兴养老产业

肖余胜代表（左二）、陈慈英委员（右二）、刘春花代表（右一）接受“新湖南 ，加油干”联合访谈。
记者 李健 摄

■记者 张文杰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每个
老年人最朴素的愿望， 也是我们建
设全面小康应有之意。

据统计，到2015年末，我省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180多万， 占全
省常住人口总数比例的18%。 人口
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

发展好养老服务业， 就要做好
医养融合。 我们请来三位代表和委
员， 就如何加强养老机构和医疗机
构的融合发展进行交流。

开展医养融合试点

我省从1996年开始就进入了老
龄化社会， 目前全省有60岁及以上
老年人1183万，80岁及以上老年人
144万，失能老年人200多万，城乡
老年空巢家庭分别达到60%和55%
以上。

2013年以后， 全省医养结合开
始探索。我省提出“十三五”期间，全
省的养老服务床位要达到35万张，
其中护理型的床位不少于30%。

同时，我省开展试点示范，探索
湖南的医养结合模式。“主要分为机
构融合型、社区嵌入型、居家服务型
模式。”陈慈英介绍，我们还注重引
导、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医养结
合项目，落实相关的优惠政策。

肖余胜表示， 永州已开始试点
农村养老机构， 依托乡镇卫生院与
农村敬老院合作， 设立医疗点服务
老年人。从去年开始，通过公益创投
形式， 建立为老年人服务的综合信
息平台。

“我们在机构养老、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方面都有探索。”刘春花表
示，开发了APP，家属可通过APP随
时了解老人生活的情况， 还能追踪
定位。建立了由护理师、营养师、康
复师加心理咨询师的服务队伍，满
足老人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护理人才急缺为最大难题

医养融合给老年人带
来的好处众多， 湖南该如
何推进医养结合？

陈慈英表示， 省里要
完善一些政策措施、 一些
规划体系， 真正地形成一
个医养结合的服务体系。

要做好医疗服务如何
嵌入到居家养老中、社区的
医疗机构如何与社区养老
机构相结合、如何把机构养
老包括敬老院切实地办好。

“首先要强化顶层设
计，完善政策体系，把医养

融合作为一个产业来打
造。”肖余胜说，要专门出
台一个关于发展医养融合
的专项规划， 要解决医疗
资源进入养老机构政策上
的阻碍。

他还认为，在推行医养
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根据
实际情况， 分类布点分布，
有步骤地推进、实施。

陈慈英表示， 可以设
立家庭医师、专家门诊，来
解决居家养老的医疗问
题；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来

解决需要上门服务的失能、半
失能老人的问题。

部门之间要协同配合、共同
推进医养融合， 要开通护理保
险、 学校要加大培养护理人才，
政府加大投入购买社会服务等。

“首先要走出医养两张皮
的认识误区， 医养一定要紧密
地融合； 要大力扶持民营医养
融合的养老机构， 在医保进民
营养老机构定点方面要一视同
仁， 甚至要给予更多的优惠和
方便。”刘春花表示。

做好顶层设计 打造新兴产业

“青岛经验值得学习，
他们解决了几个根本性的
问题。”肖余胜表示，利用
其比较特殊的资源优势：
在海边、气候好、环境好，
政府规划早、起步早，发展
得比较好。

青岛政府在顶层设计
上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办
法，引导康养产业的发展，

包括医养融合这一块；在
护理难题上， 他们也开始
行动。财政、医保、其他部
门拿钱， 成立了基金、保
险，不管是公办、民办都可
以享受这个保险政策。

肖余胜还介绍， 广东
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他们
直接给“老医院”（福利中
心）通过了医疗机构审批，

办养老的同时也可办医， 这样
医疗资源就能进入养老机构，
解决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陈慈英表示，“北京上海江
苏一些地方做得不错， 他们打
通了这个医保的壁垒。 在养老
医院里，设立护理医院；在社区
的日间照料中心， 就设立医务
室； 综合医院则在养老院开设
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门诊。”

他山之石值得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