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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专辑 (三十二)

信阳: 村医办养老

———信阳市商城县林湾村探索农村医养结合发展的 “林湾做法”

如何实现农村养老和医疗照护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农村特色

的医养新模式,满足老年人高质量康养的愿望,是新时代养老服

务工作的重难点问题.信阳市商城县观庙镇林湾村由两名当地村

医,利用村集体闲置资产创办福沁园养老院,探索农村医养结合

发展新路径.该村实施的村医办养老具有以医促养、就近照料、

质优价廉等多重优势,有效解决了农村高龄、失能、留守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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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家门口就近养老的问题,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林湾

做法”.

一、工作背景

商城县６０周岁及以上农村人口７５万人,占农村人口比例

为１１４％,占全县６０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７４８１％.林湾

村总人口１１２９人,６０周岁及以上人口为３００人,占比２６６％,

农村养老问题凸显.从联动监督调研情况看,目前农村老龄群体

中,最困难、最突出、最棘手的是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

这些老人在医疗方面普遍存在着以下情况:一是延迟治疗现象突

出,往往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二是慢病人口集中多发,农村

三高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容忽视;三是带病生存人群庞大,几乎每

个老人身体都会有小毛病;四是特殊群体医疗照护不足,失能、

半失能老人一般是由子女或亲属照料,几乎没有专业医疗照护服

务.因此,在满足老人基本生活照顾的同时,医疗成为不容忽视

的重要问题.

二、“村医办养老”的基本情况

袁家平夫妇是商城县枫店村人,他们曾是当地的村医,后到

上海开诊所,２０１８年返乡创业.他们注意到当地农民的医养需

求后,决定利用自己的村医身份创办观庙福沁园养老院.养老院

并没有以投资大、回报慢的新建形式,也没有追求 “高大上”格

局与装修,而是以每年２８万元租下林湾村闲置的乡村小学,在

投入５０多万的基础上将村小改造成了一家适合乡村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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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养老院有１间办公室、１间厨房、１间餐厅和７个房间,

共１８个床位,计划扩增房间.收费价格为自理老人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元/人,半自理老人２０００－２１００元/人,失能老人２８００元/人.

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份开业至今,养老院已入住老人２５人,老人小

病基本不出院,饮食按照老人口味每天变换,院内外环境优美,

入住老人非常满意.

三、“村医办养老”的实践效果

(一)盘活资产,构筑养老 “安心所”.养老院负责人在多方

考察和实地选点的情况下,最终落户原观庙镇林湾小学.该地段

交通位置十分便利,处于观庙镇政府和汪桥镇政府中间位置,能

够发挥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企业前后共投资７５万余元,对林

湾小学进行改扩建,既盘活了闲置资产,增加了林湾村的集体收

入,又降低了企业投资成本,实现 “一举三赢”.

(二)技养结合,托起晚年 “幸福梦”.敬老院企业负责人黄

世伟毕业于信阳卫校,学西医,其妻子袁家平毕业于河南职工医

学院,学中医,为观庙镇枫店村村医,已有２８年的临床经验,

并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助理医师资格证书.老人入住时,袁家平夫

妇为其建立健康档案.入住过程中,定期为老人们进行健康状况

监测和护理.秉着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的理念,黄世伟夫妻

２人利用所学医学知识和积累的临床经验,对有基础病的老人,

制作特定的餐食,开展相应的护理,实现了老年人 “有病治病、

无病疗养”的效果.如老人苏义喜,年过八旬,身患脓疱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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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位置有一小孩拳头大小般的创口,辗转于市县各大医院治疗

无果.入住敬老院后,袁家平夫妇为其翻遍医书,查找治疗方

法,并利用多年的医学经验,实行 “一日一清理、一日一上药”

的精心护理,其创口在入住一个月后奇迹般愈合.目前该老人身

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

(三)用心服务,打造享老 “桃花源”.该敬老院将优质服务

作为生命线,坚持随叫随到、随病随医、２４小时服务机制,且

在每个床位设置床头呼叫系统,确保入住老人随时呼叫、随时响

应.日常照料阶段,袁家平夫妇细心留意每位入住老人的生活习

惯、性格脾性、健康状况,提供个性化、多元化服务,给老人生

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有多名邻乡、邻村老人慕名而来.如汪

桥镇邓家村老人肖德珍、邱庄村老人倪义珍,在得知福沁园敬老

院服务水平好,且在生病时有便捷、细心的医护时,便坚定选择

在该敬老院入住.同时,该敬老院充分利用距离观庙、汪桥两家

卫生院车程仅３—７分钟的区位优势,对起病急骤、病势凶险的

老人能立即送医,争取更多抢救生命的 “黄金时间”.

(四)政企携手,守护最美 “夕阳红”.针对全镇共有特困供

养对象２４０人,其中失能、半失能人员４６人的现实情况,以群

众自愿的原则,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面向社会进行招

标,福沁园敬老院中标,政府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有效解决了特困供养人员户容户貌较差、护理质量不高、幸福指

数不强的问题.目前,该敬老院有７名护工,均来自观庙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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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加了就业岗位和群众收入.

(信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

鹤壁: 以人大履职之 “问” 　促政府落实之 “答”

７月２４日上午１０时,一场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特殊 “考

试”拉开帷幕.围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这一 “考题”,１３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市人大代表作为

“考官”,现场向市民政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

卫健委、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６家市直单位相关负责人依次抛出问

题.

这是在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期间,市人大常委

会开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专

题询问的生动场景.

询问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法定形式和重要方式.

人大开展询问,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进行的庄严之 “问”,是党

的主张、人民期待、法律要求、代表愿望、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体现.

问出群众关切　答出责任担当

“农村养老已成为当前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

请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许文平在会上向市民政局提出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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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的问题非常好,是很多农村居民关注的热点.农村养

老工作既是重点,更是难点.我们将建好县 (区)乡 (镇)村三

级网络,推进医养康养结合,建立探访关爱和应急救援服务机

制,让农村老年人群体共享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市民政局局

长王海新务实而接地气的回答瞬间拉近了与委员代表们的距离.

“医养深度融合是发展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市政府将如何

履行老年健康服务职能,推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印发了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意见»,请问如何促进我市养老服务产业和银发经济发

展?”

“人社部门如何加快培养养老服务人才?”



一言一语察民意,一问一答应民生.专题询问现场,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及代表依次代民发问,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作答,现

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在１个多小时的专题询问中,没有客套寒

暄,只有 “打破砂锅问到底”.一问一答之间,问题、原因、对

策更加清晰明了,责任、担当、共识进一步凝聚.

在今年年初的人代会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养老发展

的建议.此次专题询问会也将他们请到了现场,来自淇滨区钜桥

镇中心卫生院的市人大代表刘朝亮便是其中一员.他结合本职工

作,向市卫健委提出询问,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我对相关部

门的回答很满意.这种面对面互动的方式不仅让我对养老服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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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扩展了我作为代表

的履职渠道、激发了履职热情.”刘朝亮在询问结束后表示.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代表开宗明义、直截了当的提问,问出

了疑惑、问出了民意、问出了责任;６个应询部门负责同志简洁

明了、高效务实的回答,答出了症结、应出了对策、做出了承

诺.

问前下功夫　找准关键处

“问”什么,怎么 “问”.开展专题询问,找准问题是关键.

今年３月份,省人大常委会安排部署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督后,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时间制

定方案,成立联动监督领导小组,设立３个联动专题调研、执法

检查组,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群众,现场察看、听取汇

报、座谈交流,通过分析研判,找准问题症结,力求专题询问问

到 “点”上.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孙炳良在调研中注意到当前许多养老机构

缺少专业、年轻的人才这一普遍现象,向市人社局提出了 “如何

增强岗位吸引力,解决留不住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的问题”的询

问;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辛晓哲结合在社区调研中了解到的实际问

题,向市卫健委提出了 “如何推动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家

庭延伸”的询问;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全智就如何强化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审查、落实用地政策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提出询问

“专题询问中提出的问题都切中了要害、抓住了关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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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杵到养老服务发展的 ‘腰眼子’了.”会后,６个应询部门

负责同志纷纷表示,接受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是对我市养老

服务工作的 “把脉问诊”,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他们的工作,

更好地推动全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跟踪监督促实效　做好 “后半篇文章”

“这次专题询问,是以人大依法履职之 ‘问’,促政府整改落

实之 ‘答’,展现了人大的刚性监督和政府的务实作为.可以说,

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

市人大社建委负责人韩玉生表示.

专题询问始于 “问”,但决不止于 “答”.此次专题询问对巩

固询问成果等后续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确保持续强化 “问”后监

督、跟踪落实 “回头看”,同时还要在探索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

实现专题询问的常态化、制度化.

询问重在落实,监督贵在实效.下一步,市人大常委会将以

“钉钉子”精神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抓好问题整改,并于１０月份结

合听取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审议意见和问题清单整改落实情况开

展满意度测评,切实做好专题询问的 “后半篇文章”.同时,继

续开展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联动监

督、重点监督、持续监督、跟踪监督,市县两级人大同向发力,

久久为功,为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作出人大新的贡献.

(鹤壁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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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发: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一级巡视员、办公厅

副主任、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

事机构、机关各处室

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