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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这十年▶▶▶

日前，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在“健
康管理半月谈”活动中，与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联合推出“健康保险人群的
风险防范和健康管理”话题，邀请专
家学者，探讨健康保险人群的风险防
范模式，交流健康管理服务的经验，
并发布了 《2022 保险人群健康观察
与健康风险防范报告》，提供健康风
险防范应对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
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健全以基
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
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伴随着中国医疗
体系改革持续深化，商业健康保险迎
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已成为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2011 年全国健康险保
费收入为 692 亿元，到 2020 年达到
8173 亿元，这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
快速发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在
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10年来，健康保险发展比较
快。”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
说，“健康保险的保费所占比重，
2015 年占到 9.9%，最近这两年占到
18.8%，翻了将近一番。”

在此过程中，各大健康保险公司
把健康管理业务作为健康保险服务体
系的关键布局之一，通过互联网大健
康科技平台的智慧健康与大数据赋
能，开展多元化的线上线下健康管理
服务。比如，中国平安推出了乐健康
指数工具、臻享RUN健康服务计划
等健康管理工具，为市场提供了更多
健康保障的选择。

“健康管理为健康保险提供了发
展新思路和风险管控的手段，健康保
险又为健康管理提供了服务支持和资
本支撑的渠道。”中国健康管理协会
执行会长姚军说，健康管理和健康保
险都不能仅仅盯住“疾病”，而要紧
紧盯住“健康”，强化健康管理，优
化保险力量，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
求，在全周期、全方位、全要素管控
上做文章，在少得病、晚得病、不得
病上下功夫，为购险者提供良好的健
康保障。

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
介绍了健康管理三步曲：“第一步，
健康信息的收集；第二步，评估，所
谓健康，就是根据所收集的信息，通
过一套数学公式、计算软件评估罹患
主要慢性疾病的风险；第三步，进行
健康干预。这三步曲是健康管理的金
标准，也是真假健康管理的试金石。”

“健康保险要利用健康管理这个
手段对保险客户进行慢病的预防和
控制。”陈君石说，“和其他国家的
情况类似，我国健康管理领域的发
展，也是在健康保险产业发展的推
动下起步的。”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疾

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
死因中88%是慢性病，所以对于健康
保险公司来讲，风险防范的主要目标
应在慢病防控上。在当前阶段讨论健
康保险人群的风险防范、慢性病的防
控，这是一个主要的内容，而健康管
理就是最有效的手段。”陈君石说。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
疗保障研究室主任顾雪非表示，长期
来看，从“医疗保障”向“健康保
障”转型过程中，商业健康险作为私
人属性的产品，应该比社保更灵活，
也可以延续社保的范畴。从国际上来
看，商保有替代型、补充型和附加型
这三种类型。补充型又分为服务补充
和费用补充。在服务补充里，应该从
医疗向健康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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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聚焦“老有所养”
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达 2.67 亿，占总人口的 18.9%；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 亿以上，
占总人口的 14.2%。据测算，预计

“十四五”时期，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总量将突破 3 亿，占比将超过
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日益重要且紧迫。

“养老服务体系是贯彻落实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三大体
系之一，聚焦解决‘老有所养’问
题。”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
新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养
老服务政策制度密集出台，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2012—2021年，中央财政累计
投入 359 亿元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截至目前，社区养老服务基本覆
盖城市社区和半数以上农村社区。截
至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和设施达 36 万个，床位
812.6万张，床位数是2012年底的近
2倍。”李永新介绍，中国推动养老服
务市场全面放开，相继出台土地供
给、税费优惠、财政补贴等优惠扶持
政策。连续实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敬老院改造
提升等专项行动和试点。

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方面，中
国建立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基本
形成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

价体系。相关部门开展了为期 4 年
的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
动，整治服务隐患 42.2 万处；连续
3 年实施民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
标提升工程；开展非法集资等养老
诈骗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了少数不
法机构和欺老虐老行为，让老年人
在养老服务中更安全、更安心。

满足多样需求
社区养老服务更加便民

在众多的养老模式中，居家养
老、社区养老更受老年人的青睐。
目前，中国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
和 社 区 养 老 ， 形 成 “9073” 的 格
局，约 90%的老人居家养老、7%左
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
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养老。

“我们坚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的方方面面，多措并举推进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为老年人提供
就近就便、‘家门口’服务。”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
司长张雁说。

完善标准规范、摸清问题短
板、加快设施建设……近年来，住
建部发布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
范》 等标准规范，组织开展社区养
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调查研究工作，
因地制宜补齐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短
板。2019年到2021年，各地在老旧
小区改造中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1 万 部 ； 2020 年 至 2022 年 上 半
年，各地建设改造社区养老、助餐
等服务设施约3.6万个，更好满足老

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全国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32 万个，
床位 308 万张，分别占到全国养老
服 务 机 构 设 施 数 和 床 位 数 的
88.9%、38%。”李永新介绍，近年
来，民政部积极顺应广大老年人依
托社区居家养老的愿望，不断推动
养老服务发展的重心向居家社区倾
斜，指导推动各地在区县层面建设
连锁化运营、标准化管理的示范性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街道

（乡镇）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嵌
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十三五”时
期，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50亿
元支持 203 个地区开展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2021 年和 2022
年，投入22亿元支持84个地区开展
居家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推动各地探索形成家庭养老床位，
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
助急“六助”服务等满足老年人多
元养老需求的服务模式。

瞄准“健康长寿”
医养结合取得积极成效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
年人最关注健康问题。医养结合工
作整合了养老和医疗资源，深受老
年人欢迎。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
医养结合，多层次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需求。

为破除制约医养结合发展的难
点堵点，今年 7 月，国家卫健委印
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

性的措施。“我们制定了医养结合机
构管理指南、医养机构服务指南、
医养签约合作服务指南 3 个标准规
范，应该说医养结合的标准规范体
系初步建立。”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
司司长王海东介绍，中国将老年健
康与医养结合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增加居家社区医养结
合服务供给，组织开展老龄健康医
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截至
2021年底，全国医养签约数是 2017
年的6.6倍；两证齐全医养结合机构
数较2017年增加76.7%。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
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
径。”王海东说，简单来讲，健康老
龄化指维护老年人的内在能力、改
善老年人的外部环境、延长老年人
的健康预期寿命。

为此，中国开展老年健康促进
行动，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老年健康
教育，不断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和
服务水平。2021 年，约有 1.2 亿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城乡社区接受
了健康管理服务。与此同时，相关
部门推动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实施便利老年人就医的举措。截至
2021年底，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达到4685个，建成老
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约2.1万个，设
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超过
1000个。

王海东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做
好老年健康预防保健、医疗服务、
健康照护等工作，提升老年人主动
健康能力，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
健康水平，让老年人少得病、晚得
病、不得大病。

努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应对老龄化 呵护夕阳红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截至2021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10.3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民医保
基本实现；全国共有两证齐全医养结合
机构 6492 个，机构床位总数 175 万张，
医养签约近7.9万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完善老
年人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
大体系，努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健
康老龄化工作稳步推进，积极老龄观逐
渐深入人心，老龄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和
成效。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老年大学精
准对接老年人需要，开设音乐舞蹈、书法美
术、中医养生、营养烹饪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
课程，着力打造良好学习环境，让老年大学成
为老年朋友的温馨家园。图为 6 月 21 日，老年
学员正在跳伞舞。

廖 敏摄 （人民视觉）

图为 9月 21日，老人们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凤凰街凤凰池社区“爱
心食堂”享用午餐。 李桂东摄 （人民视觉）

图为 9月 21日，老人们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凤凰街凤凰池社区“爱
心食堂”享用午餐。 李桂东摄 （人民视觉）

图为 9 月 15 日，老人们在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老年大学教室里学二
胡。 过仕宁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陈得） 日前，由人民
网·人民健康主办，《中国摄影》 杂志、
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联合主办，河北
百善药业有限公司协办，药品安全合作
联 盟 支 持 的 “ 您 好 ， 阳 光 老 人 ——
2021—2022 中老年书画摄影展示活动”
总结会在京举办。

当前，老年人需求的结构正在从生
存型向发展型转型，要推动全社会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成，让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
升。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学
院摄影学院院长宋靖提出，提升老年人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以通过摄影等艺
术创作去实现。通过摄影去开展艺术创
作、去进行表达，能够让老年人增进对
生活的理解及训练专注度，也能让身心
得到放松。

药品安全合作联盟秘书长张文虎认
为，书画摄影艺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内容，可以丰富老年群体精神
文化生活，帮助中老年人突破传统社会
交往范围、拓展交流对象。“基于共同兴
趣爱好建立起新的社交圈，能有效缓解
老年人孤独感，防止社会隔离、边缘化。
此外，中老年人参加书画摄影创作过程
中，需要脑力和体力、肢体的协作，有
助于实现健体健脑，增强满足感与获得
感，保持身心健康和活力。”张文虎说。

“希望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通过艺
术收获更多的快乐、感动与感悟，以美
养心，绘制人生金色年轮。”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系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执行馆长甄巍
认为，艺术会启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能赋予生活积极的价值与意义。开
展审美教育，学习美的表达，对丰富老
年人生活情趣、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十
分有益。

拓展交往范围、促进身体协作，专家表示——

艺术创作有助老年人健体健脑 图为 7 月 13
日，位于河北省
秦皇岛市海港区
海阳镇的秦皇燕
达金色年华健康
养护中心内，一
位老人正在练习
书法。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本报电（李秋旸）社会评价科技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湖
南站）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本次交流会由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
导，人民在线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联合主办。各方人士就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实现路径、医保支付改革、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和社会评价等话题展
开深入交流，分享公立医院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与示范案例经验。

此次交流会发布的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社会评价报告》（湖南
版） 指出，随着公立医院改革持续拓展深化，湖南省公立医院“提质增
效”特征凸显。未来，湖南省公立医院需强化患者需求导向，从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总结社会评价反馈等角度入手，对广
地域、多层次的患者声音进行充分打捞，持续改善医疗服务，不断提升
患者满意度，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方向持续迈进。

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凯指出，公立医院党建需要重
点解决坚持和加强党对医院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执行医院党委领导下
的院长负责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医德医风建设等重点问题。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湖南站）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