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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

为破解当前养老服务难题，满足
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我省
2021年7月 1日起将实施《河北省养
老服务条例》，对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和
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
务、医养康养结合服务等方面进行规
范。

随着最近几年我省养老服务体系
逐步健全，养老市场已经告别供给不
足的难题。但新课题开始出现，不同
养老机构面临冷热不均的现象——有
的一床难求，有的则少人问津。

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解决的方
法有哪些？

养老院养老院““冷热不均冷热不均””怎样解决怎样解决？？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袁伟华

【相关】

越来越多
京津老人
来冀养老

【阅读提示】

从北京通州往东，过了潮白
河，就是河北三河市燕郊镇。从
北京某科研单位退休的王先生住
在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已
经两年多了。

作为国内单体运营规模最大
的养老社区，燕达金色年华健康
养护中心基本就相当于是一座

“城”，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一墙
之隔，就是河北省首家获批的民
营三甲综合医院燕达医院，它不
仅与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天坛医
院合作共建，2017 年还开通了北
京医保实时结算。

“我们的客户大都来自北京，
每周都有班车去北京。”养护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燕达金色年华
健康养护中心有养老床位 10000
张，截至目前共入住近 5000 余
人，其中98%都是京籍老人。

依托三级甲等的河北燕达医
院，养护中心建立起国内领先的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能够满
足自理、介助介护、认知照护等不
同养护需求，入选了首批京津冀
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试点项目。

不仅仅是廊坊，保定、张家口
和承德等环京津地区的养老机构
也吸引了大量京津老人，连石家
庄都成了外地养老需求的目的
地。

“我们养老院里的老人来自
全国各地，有北京天津的，还有上
海的。”石家庄某养老机构负责人
说，最近两年，院里接收的老人不
再限于本地人，外地老人越来越
多。“这位上海老人的子女在北京
工作，但并没有把老人安置在北
京的养老院。“相比北京养老机构
的费用，石家庄的养老院条件基
本差不多，价格则要便宜好多。
而且距离合适，想探视的话一个
小时就到了，非常方便。”

业内人士表示，以医养结合
为标志的养老产业升级，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养老产业发
展的一次深度整合，它给日益增
长的京津养老压力带来纾解，也

为河北送来了养老产业的发展
机遇。

体制机制越来越不是
障碍。

最近，为满足老年
人异地康养的多元化
服务需求，北京西城区
孝老敬亲示范基地，在
万寿公园举办首届京
津冀协同发展地区康
养护理服务展博会，展

示京津冀地区养老机构
软硬件设施，让更多老年

人深入了解“异地养老”。
据了解，为了促进京津

冀蒙养老服务一体化，满足西
城区户籍的老年人异地康养的多
元化需求，西城区去年出台《西城
区户籍老年人赴津冀蒙异地康养
补贴扶持办法》，为选择异地养老
的西城区户籍老年人提供了实实
在在的政策保障。

按照政策，西城区户籍老年
人入住京津冀蒙区域养老机构满
三个月的，可以申请老年人异地
康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600
元。异地康养补贴可以与北京市
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失能
老年人护理补贴、高龄老年人津
贴同时享受。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相继出
台系列政策和一系列合作文件，
统筹建设特色养老服务片区，引
导京津社会资本向河北养老服务
领域流动，并设立京津冀养老服
务协同发展试点机构，按照“养老
扶持政策跟着户籍老人走”的原
则，逐步实现三地老人异地养老
无障碍。

这种以顶层设计为引领，以
政策规范为指导，以产业发展为
保障的养老合作体系，为老年人
提供了多样化的养老选择和良好
的养老体验，也为河北养老产业
提供了更多机遇。

文/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6月11日，石家庄市民黄先生接
到了新华区一家养老机构的邀约，请
他利用端午节假期到养老院现场考察
一番。这已经是黄先生咨询过的第六
家养老机构了。

黄先生说，由于最近单位人事调
动，他要被外派到安徽工作。家里 75
岁的母亲患有帕金森症，原来主要
靠他们夫妇俩和一位保姆照料，自
己这一走，老人的照护问题必须要
解决。

以前对养老机构了解甚少，直到
此时黄先生才注意到，虽然目前市面
上可供选择的养老机构越来越多，但
有的机构一床难求，需要排队，有的
机构则入住率很低，维持困难。

当养老产业被当作下一个“风
口”，各种类型的养老机构如雨后春
笋般生长起来之时，为什么养老市场
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是硬件上
有差距，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市场规律
在起着作用？

记者近日调查走访了石家庄、邢
台、廊坊等地的多家养老机构，发现
消费者在选择养老院时的评判标准，

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硬件已不是老人选择养老

院的第一标准。
石家庄市民张先生老家在唐山，

父亲今年 87 岁，去年母亲离世后老
人无法自己在老家生活。可石家庄这
边祖孙三代住在一起，没有赡养条
件，只好考虑将老人接到石家庄的养
老院来。

“硬件设施基本都差不多，没有
太大差别。”张先生在考察了好几家
养老院之后发现，基本所有养老院都
可以提供完备的食、住、娱、护服
务，“比如有的养老院配备了智能互
动机器人，设备很先进；所有可行走
位置都有软包扶手，细节很到位。”

其次，养老院的性质也不再是刻
意在乎的选项。

“以前老人选择养老院要看公办
还是民办，当年某省曾有为一张公办
养老院床位需要等 166 年的极端情

况。”一位养老业内人士表示，“最近
几年公办民办养老机构在服务上已经
相差不大。人们观念变了，更追求的
是服务品质，不太在乎养老院性质
了。”

另外一个变化是以前老人愿意扎
堆在城市中心的养老院，考虑生活和
就医更加方便。但最近几年，随着一
大批郊区和农村高品质养老机构的出
现，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周边农村医养
结合项目的涌现，去农村养老成为不
少城市老人的新选择。

考虑到需要专业护理，黄先生听
取了医生的建议，决定将老人送到有
医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去。

事实上，调查中记者发现，目前
老人和家属选择一家养老机构的新标
准 ， 大 都 聚 焦 到 养 老 机 构 能 否 在

“养”的同时，一并解决“医”的问
题。

这一需求，也是不同养老机构出

现“冷热不均”现象的焦点所在。记
者调查中看到，拥有医护能力的养老
院虽然费用更高，但往往入住率很
高；相反，仅有照护能力的养老院入
住率会差很多。

其实，近年来，我省一直坚持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统筹发展、保障基本、普惠多样”原
则，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养
老服务供给能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养老
服务机构建设指标任务已全面完成。
全省建有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3.5 万
个，包括养老机构、各类社区日间照
料设施和农村互助幸福院等。养老总
床位21.43万张。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
养老方式形成了“9073”格局。即
90%左右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7%的
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

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据了解，围绕加快建立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我
省连续三年实施社区和居家养老工
程，全省城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覆盖率由 43.3%提高到 100%，养
老服务设施覆盖 83.3%的城镇社区，
农村互助幸福院服务覆盖率由60%提
高到70%以上。

按照这样一个比例，21.43万张的
机构养老床位相比三年前13.7万张已
经有了很大的增加，供给能力大幅提
升。

看来，“冷热不均”现象的出
现，不是养老机构数量不足，而是能
满足新需求的养老院不够。“有没
有”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要看

“好不好”。
如今，老人对健康和养生更高的

追求，使得“医养康养”相结合成为
养老行业的新趋势。这种全新趋势，
直接催生了行业对养老机构“医养”
能力的新需求。

6月10日，位于巨鹿县医院 （邢
台市第九医院） 内科 16 楼的福缘居
老年医养中心走廊内，82 岁高龄的
王老拄着拐杖，慢慢地来回溜达。

虽然略显蹒跚，但与两年前刚
住进来时的整日卧床不起、完全丧
失自理能力状态相比，变化之大令
人难以置信。

福缘居老年医养中心是依托巨
鹿县医院建立起来的，如今已在多
个乡卫生院开设了分中心。

“几年前，许多住院老人不想出
院，回家后子女们既没有专业的护
理 技 能 ， 也 没 有 充 裕 的 时 间 和 精
力，对老人的照护和医院差得不是
一星半点。后来，我们医院领导就
萌生了依托医院开办一家专业照护
型养老机构的想法。”福缘居老年医
养中心主任田月芬说，现在医养中
心发展越来越好，很多周边的失能
老年人家属都慕名把老人送来，有
时甚至一床难求。

像巨鹿福缘居老年医养中心这
样，由公立医院托管的医养结合机

构，业内称为“医中有养”的医养
融合模式，这样的养老机构在专业
性和资质上更让人放心，床位尤其
紧张。

而更多的医养融合模式，则可
以归为“养中有医”模式，即在养
老院内开设医务室，配备执业医师
和注册护士。这样的养老院入住率
也不错。

石家庄某养老中心负责人连女
士表示：“我们入住率已经达到了
90%以上，VIP 房间排队的老人已有
10 多位。收费标准根据老人自理能
力以及身体状态不同而定，价格在
每月3000元到6000元之间。”

每月六千的费用，在石家庄主
城区内属于价格不算低的养老院。
而位于新华区的一家老年人服务中
心，每月的费用在 2200 元到 3700 元
之间，价格更低一些。

“我们的医务人员人手紧一些，
毕竟医务室的成本很高。”该服务中
心 的 负 责 人 给 记 者 简 单 算 了 一 笔
账，“一年的医疗收入十几万，一个
医护人员的工资都不止这个数。算
下来得贴不少人工成本在医疗上。
但家属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医
疗能力。看眼下的竞争态势，这个
钱必须要贴。”

这位负责人坦言，医务室的开
设、医疗人员的配备，才让院内的
老人住得安心，也让他们的养老院
虽然环境不是特别优越，但入住率
也可以。

而石家庄南二环一家养老院，
收费更低，每月的床位费在 1500 元
到 3000 元之间，只能提供一般性养
老服务，没有医疗支持。虽然只有
50 张床位，但常常住不满。该院负
责人说，他们也想做医养结合的养

老机构，但是，医疗成本
高昂，收费低廉的小型养
老院根本无法负担。

“养老机构一定要拥
有 一 定 的 医 疗 护 理 能
力，或者至少与医疗机构
要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
系。”连女士介绍说，目前
她负责的医养机构有284个
房间，因为有医护能力，住
着 204位老人。“有很多是冲着
我们医生护士来的，还有从别的
养老院专门转过来，常年住在这
里。”

从经营者的角度来看，连女士
表示，目前入住养老机构的多是无
法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的失能或半
失能老人，他们主要考虑的不是养
老院性质、硬件环境、费用，“首要
的是你有没有医护能力。”

养老迎来新需求养老迎来新需求

李世超，巨鹿县西郭城镇小张庄
村人。2010 年他从石家庄高等医学
专科学校毕业，看到村里的空巢老人
无人照顾，依托家中原有的巨鹿健民
医院的医疗资源，创建了巨鹿县第一
家民办养老院——巨鹿县健民福利
院。

依托原有的健民医院，健民福利
院真正做到了“养医一体”。福利院和
医院在同一院内，无论何时，福利院内

的老人感觉不舒服，专业医护人员就
会在几分钟内赶到。如今，健民福利
院不仅住着巨鹿老人，还吸引了周边
南宫、宁晋、任县、隆尧等地老人前来
居住。

“由‘医’入‘养’易，由‘养’入‘医’

难，因为医疗卫生行业的‘门槛儿’明
显高于养老服务行业。”李世超坦言，
在农村地区办医养结合养老院，单说
人才这一项就卡了脖子，“护理人员可
以由职业培训实现，但医疗人员则是
需要专业培养的。”

所以目前有医疗护理能力的养老
机构，要么向医院“借”人，要么跟医疗
机构合作，自己有专门医护队伍的凤
毛麟角。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邢台
市破解农村老年人医养难题的经验做
法向全国推介。巨鹿“医养一体·两院
融合”模式，还入选中国——世卫组织
双年度典型经验案例。

据了解，邢台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来推进农村医养结合工作。一是推行
医中有养，将乡村的养老机构、幸福院
和乡村医疗机构建在一起、连接在一
起，用乡村医疗机构直接为乡村的养
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二是推行养中
有医，在养老机构设置卫生室和护理

站，派驻医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三
是实行失能有保，2019年在全市推行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这三种方式，首先集中解决了医
养服务中“人”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总体来看，医
养专门人才缺口数量较大、人才吸引
力不强等问题，正成为制约养老机构
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

“四五十岁的从业人员是主力军，
年轻的专业人才比较缺乏。尤其是具
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更是缺口极大。”
采访中，不少养老机构经营人士都表
示，随着养老产业的投资价值越来越
高，社会上流向养老行业的资金已经
越来越多，但人才并没有相应的集聚
过来。

在一些医养中心，人才要么是
“借”来的，要么是“合”来的。比如有
的养老机构与医院签约共建医联体单
位，聘请专业的医生、护士在医养中心
工作，医院的专家定期会到这边坐

诊。这种模式发挥了医院在人才、技
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有利于提高养
老机构的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有行业经营者认为，无论是“借”
还是“合”，将现有的专业人才引入到
养老服务行业中还远远不够，从长远
看，还是要加强自身人才队伍的培养。

记者了解到，在养老人才的培养
上，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养老人才培养
扶持政策，将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
纳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
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同时，逐步建立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
支持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提高专业
素质和工作技能。

同时，对执业医师、护士、康复医
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在养老服务机构从
业的，在职称评定、继续教育、职业技
能培训等方面与医疗卫生机构同类专
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希望相关政策的实施，能及时解
决专门人才短缺这一现实问题，助力
养老院加快升级，促进整个行业的健
康发展，为更多老人和家庭提供更好
养老服务。

6月 2日，在石家庄桥西区振头
街道普爱养老照护中心，老人在做康
复训练。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6月14日，
邢台市南和区
中医院医养中
心医护人员帮
助一位老人进
行康复训练。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专门人才需培养专门人才需培养

医养结合成趋势医养结合成趋势

66月月1717日日，，威县医养综威县医养综
合示范基地医护人员陪老合示范基地医护人员陪老
人在户外散心人在户外散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