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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糖尿病，心脏放了支架，这两年腿也有
毛病，以前看病至少得转两三个科室，现在一个
科室就能全看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位老
人对“全能”的老年医学科赞不绝口。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4 年印发《关于
提升老年医学医疗服务能力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提出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
提升老年医学医疗服务能力，满足老年人医疗服
务需求。到 2027 年末，力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80%。

当前，我国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医
学是维护与促进老年健康的重要力量，涉及疾病
预防、个体化诊疗、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
覆盖老年人的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具有综合
连续的特点。相比庞大复杂的老年健康需求，老
年医学在机构、队伍、服务方面仍显不足，老年医
疗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亟须补短板、强弱项，推动老年医学高质量发展。

加强老年医学人才队伍建设

很多老年人身患多病且行动不便，经不起来
回折腾，迫切需要“一站式”整合治疗。目前，部
分医疗机构尚未开设老年医学科，导致多病共患
的老年人在不同的科室反复就医。根据

《通知》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规范设
置建设老年医学科，在床位、设备、人员等方面加
强建设；按规定配备专业医师、护士，鼓励配备康
复治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临床药师等人
员。加大老年医学相关专业医师、护士、药师培
训培养力度，强化老年医学科医护人员临床能
力，提高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同时，加强老年
医学科的吸引力，合理确定老年医学科医护人员
薪酬水平，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积极性，形成稳定
的老年医学科医护团队。

丰富老年医学服务模式

老年医疗服务应以老年人功能维护改善和
生活质量保障为目标导向，引导老年人将维护机
体功能、保持自主生活能力作为健康目标。倡导

“以功能为重、生活质量为主”的健康老龄化理

念，推动老年医疗服务沿着“老而不衰、病而不
残”的目标前进。医疗机构应结合地域特点和自
身发展需求，创新性地丰富老年健康服务模式，
打造富有特色的为老服务品牌，更好地为老年人
提供质优价廉、方便快捷的健康服务。老年医学
科要创新服务模式，主动吸纳内科、肿瘤、中医、
康复、精神心理、护理、药学、营养等团队组建多
学科团队，开展具有老年医学科专科特色的多学
科联合诊疗服务，推动老年医疗服务从单病种模
式向多病共治模式转变。老年医学从业人员应
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老年健康服务模式，利用

“互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加强对老年患者
的健康管理，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强化老年医疗资源上下联动

据统计，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
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左右的
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因此，老年医疗服务需要

进一步聚集在老年人身边、家门口和社区周
边，提高服务精准性、便捷性、可及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养老机构间应建立区域
性的医联体、医共体或医养联合体，实现区域
内的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的一体化服务。要
完善首诊负责及转诊机制，畅通上下转诊绿色
通道，为老年人提供疾病预防、个体化治疗、康
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连续性、系统性服务。鼓
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签约、巡诊等形式，
为确有需要的老年人开展上门诊疗、护理、康
复等服务。大力发展延续性护理、上门护理、
老年护理等服务。

提升老年医学医疗服务能力，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期望各级
医疗机构进一步释放老年医学医疗服务潜能，
扩大优质老年医疗服务供给，让更多老年人看
病不再“转科”，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
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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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年人看病不再“转科”

日前，民政部等14部门印发《关于推进老年阅
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
首个在全国层面专门对推进老年阅读工作作出系
统性部署的文件，为各方支持推广老年阅读、更好
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重要指引。

对于老年人而言，阅读不仅可以继续增长见
识，加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互动，还能陶冶情操，
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促进身心健康。因此，全社会
不能忽视老年人的阅读需求，理应提供更多更便
利的产品和服务，充分保证老年人平等、便捷享受
阅读的权利。

此次发布的《意见》涵盖扩大读物供给、加强
数字资源建设、优化老年阅读环境、推进老年阅读
标准化建设等8个方面具体举措。

满足银龄阅读需求，关键要增加优质阅读内
容供给。通过提高读物质量，老年人将获得更有
针对性、更全面的学习资源。同时提出，要组织丰

富的读书活动，培树读书品牌。“一老一小牵手读
书行动”“阅读交友行动”“银龄领读者计划”……
在实践中，社区、文化机构可以面向老年人组织读
书会，通过精品诵读、图书情景剧、观影读经典等
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老年社交平台，激发老年人
阅读兴趣和热情。

为老服务，必须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殊性，
做好适老化改造。一方面，要加强数字资源建
设。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已经适应和喜爱使用
互联网获取信息。为此，数字阅读平台、互联网应
用平台等需要提高适老化程度，加快开发电子版、
有声版老年读物，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另
一方面，要改善老年人的阅读环境。各级公共文
化场所应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提供适合
老年人需要的无障碍阅读设施设备和服务，提升
银发读者阅读幸福感。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2.97亿，占总人口的21.1%。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今
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如何回应老年群体
关切、丰富老年人文化活动、实现文化养老，成为
全社会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以满足老年人精
神文化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以阅读为
主要形式的文化养老发展，引导社会树立积极老
年观、健康老龄化，既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必
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积极培育和引导老年人文化消费需求，加
强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方式创新，推动老年阅
读行动长效开展；力争到 2027 年，优质老年读
物的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纸质读物、数字终端的
适老化水平有效提高……相信随着老年阅读服务
体系的逐步完善，将有越来越多老年人实现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学习型社会建设也将具有更加坚
实的基础。 来源：人民日报

点亮老年精神文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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