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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石镇潘山村许阿婆（81岁）

年过八旬的许阿婆因中风导致半边偏瘫，日常生活需要他人从旁协助，出行需要靠
轮椅辅助。护理人员上门服务至今，老人从起初的抗拒，到慢慢接受，再到逐渐配合护
理员的日常训练、护理操作，变化非常显著。如今，老人已经可以慢慢站立及行走。

失能人员及家属“现身说法”——

“长护险”让我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自 2020 年 9 月，晋江市在全省率先启动“长护险”试点工

作至今，收获了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好评率高达 100%。近
日，记者采访了首批多名“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及家属，他
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自“长护险”工作开展以来，那些
不得不说的暖心故事及“长护险”政策为他们家庭带来的可
喜变化。 本报记者_李玲玲

“长护险”是一项新的社会保险险种，以长期处于失能状态
的参保人群为保障对象，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
料和相关医疗护理等所需费用。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伤残导
致失能，经过失能评定和资格认定为重度失能标准的，可以享受
长护险待遇。

●参保费用多少？
目前，“长护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90元。
职工医保缴费方面：个人按每人每年 60元标准缴费，从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中划转，晋江市政府给予每人每年补助30元。
城乡居民缴费方面：在晋江市政府每人每年补助30元的基础

上，个人缴费部分由市、镇两级分别再给予试点村、社区每人每年
15元和不少于10元的补助，剩余个人缴费部分暂由村、社区集体
统一筹资缴费，进而实现全村整体参保。

●如何申请办理？
拨打晋江市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咨询热线 82004129即可

申请办理。

英林镇港塔村林阿伯(68岁)

距离林阿伯中风已经五年了，五年来，林阿
伯时常感到下肢无力、腰背酸胀。由于行动缓
慢，林阿伯不仅需要借助拐杖行走，同时也无法
独自下楼活动，只能常年生活在家中二楼。
2020年 10月底，林阿伯开始享受“长护险”待
遇。一段时间以来，通过护理人员的定期照料
与训练，林阿伯的肌力逐渐加强，如今他已经可
以不用拐杖，独立行走百米，同时也能下楼外出
活动。

磁灶镇苏垵村吴大爷（74岁）

在“长护险”待遇享受之前，吴大爷由于中风引起右侧行动受阻，不仅只能长期卧
床，同时常常感到关节僵硬疼痛。此外，由于疾病，吴大爷的脾气变化很大，对待家人的
态度时常过激。自从被确认为“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后，护理员定期上门为他做关节
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站立训练等护理服务，如今吴大爷的右腿已经可以完全伸直，
且可以单腿站立了。

青阳街道庄老先生（84岁）

2018年，庄老先生因为一次意外，导致髋骨骨折，下
肢瘫痪，日常生活起居主要由老伴负责照料。2020年 9
月，庄老先生被确认为“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每隔 2
天，护理人员便会上门为他进行专业护理，每次至少2小
时。

东石镇潘山村吴先生（45岁）

几年前，吴先生的头部和左脚因两次严重
撞击，导致脑部严重受损，丧失基础语言能力、
行动能力，日常生活起居都需要家属协助。自
从“长护险”服务开展至今，吴先生在护理人员
的精心照料下，从需要人喂食到可以独立进食、
从需要人搀扶如厕到可以借助器具自己如厕，
取得了显著的变化。如今，吴先生已经可以独
立站立和行走。

“长护险”是什么？

参保人感言 感恩晋江市委市政府出
台的这项政策，感谢护理人员专业的照料
服务，让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家属感言 以前走不动，有时候他摔
倒，我也跟着摔在一起。我们家属在照顾
的时候，有时也会没耐心。但是护理人员
不一样，他不生气，很温柔地为我老伴儿做
护理、做康复。感谢护理人员、感谢政府，
我们愿意一起推广这项利民惠民的好政
策。

家属感言 护理人员定期来帮忙理发、剃须、洗
澡擦身，我们家属就比较轻松，我们都觉得非常好。

家属感言 感谢“长护险”这个好政策，不仅帮助我父亲建立了自信心和生
活目标，同时也改变了他对家人的态度，让家庭生活恢复往日和谐。

家属感言 很感激护理人员，现在老人可以自己吃饭，卫生情况也得到改
善。在上门服务的过程中，护理人员也为家中老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让老人享
受到“被需要”“被肯定”的获得感。同时，“长护险”的开展，让我们家庭无论从时
间还是精力上，负担都大大减轻。

_2021年3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_王昆火 李玲玲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柯伟仁 电话0595-82003110本地2 _

本报记者_李玲玲 文图

“医生，今天有空吗？可不可以
帮我量一下血压？”8日，在晋江市医
院晋南分院鲁东村卫生所，69岁的施
大爷和往日一样前来检查。见到记
者，施大爷热情地向记者称赞道：“以
前要看病、买药得跑到其他村，现在
村里有了卫生所，方便多了!”

3月 1日，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
一体化卫生所——鲁东村卫生所正
式运行，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
的健康服务。同时，该卫生所将优先
保障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慢性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空巢老人、高
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卫生健
康服务，打通基层医养结合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家门口的一体化卫生所
8日，记者来到龙湖镇鲁东村幸

福院，这是一家村级公益养老院，集
“休闲娱乐、康养居住”为一体。晋江
市医院晋南分院鲁东村卫生所就在
这座幸福院的五楼。在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记者搭乘电梯抵达五楼。电
梯门一开，一个干净整洁的卫生所展
现眼前。

“这一层面积约200平方米，设有
中西医诊室、中医治未病室、治疗室、
中西药房、公共卫生室、健康自测小
屋等，常用的设备和药品也很齐全。”
晋南分院常驻医师王美滚告诉记者，
卫生所内还有方便村民挂号和缴费
的多功能自助终端。

“目前，我这边主要提供入户随

访和坐诊服务。”王美滚表示，每周一
至周五的早上，他都会到村里进行入
户随访，为老人和慢病患者提供健康
档案建立、健康问题指导、健康监测
管理等服务，下午则在卫生所内坐
诊，为普通患者提供及时有效诊治，
减少患者到上级医院来回奔波的不
便。

当天，鲁东村村民施大爷碰巧前
来问询。他高兴地向记者表示，以往
由于村里没有卫生所，他每次都要跑
到其他村买降压药。现在，他只要出
家门口走几步就能买到药，常驻的王
医生还能帮他量血压，指导正确用
药。“真的方便太多了！”施大爷微笑
地说。

全力打造医养结合新范本
记者了解到，为积极应对日益增

长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满足“老有所
医，老有所养”的医养结合需求，早在
2018年，时任晋江市中医院副院长、紫
帽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的尤夏洪便积
极探索如何深入推进基层医养结合服
务。在晋江市卫健局、医保局和中医
院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2018年10
月，由尤夏洪牵头负责的紫帽镇园坂
村卫生所正式投用，成为泉州地区首
家市镇村一体化卫生所。该卫生所成
立后，不仅填补了园坂村长期没有卫
生所的空白，同时卫生所毗邻敬老院，
和敬老院使用同一建筑，是晋江市唯
一一家公办医养结合工作实践点，成
功实现了老年人医养“无缝对接”。

今年 2月，从晋江市中医院调任
晋江市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晋南

分院院长的尤夏洪，将“园坂样本”带
到了晋南地区。“参照园坂村的模式，
我们也想在晋南地区打造一个新的
医养结合范本。”尤夏洪告诉记者，大
部分高龄老人，都患有一种或几种慢
性病，如果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或者
身边的人没有专业护理知识，往往会
延误第一抢救时间，造成不可挽回的
后果。

“此次鲁东卫生所嵌入养老院，
一方面，可以方便老年慢性病患者，
无需出门即可享受诊治与康复等一
站式服务，打造‘15 分钟黄金救治
圈’；另一方面，常驻医生对老年慢性
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在平日里还能
指导生活习惯、融入健康理念，实现
慢性病全过程管理。”尤夏洪如是表
示。

此外，尤夏洪向记者透露，鲁东
卫生所运行后，晋江市医院晋南分
院还将逐步把医疗工作重心从镇级
向村级下移。除了派医生常驻，为
村内的老人、慢病患者建档立卡、上
门服务之外，还计划定期派医院的
专家下乡义诊，同时开展“把药送到
家”服务，让村民养老、看病离家不
离村，真正打通基层医养结合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_曾舟萍

本报讯 昨日是晋江市罗山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
心”）搬迁至山仔社区环村北路103号
（名香社会福利院）对外开放的第二
天，记者到该服务中心参观了门诊大
厅、特色科室等，体验中医诊疗科治
疗，感受卫生服务中心的新变化。

在测体温和出示“八闽健康码”
后，记者进入服务中心内。在随处可
见的导示牌中，可看到服务中心的一
层设置动物致伤科、外科、发热门诊、
全科门诊等科室；二层设置康复、检
验科等科室；三层主要是开展公共医
疗服务等。

服务中心内的动物致伤科是全
国仅有的两家获中国医学救援协会
动物伤害救治分会常务理事单位授
牌的基层卫生服务中心之一，也是福
建省唯一一家。每年可接诊患者
5000多人次，不少患者是从石狮、南
安、惠安等县市慕名而来的。因此，
记者第一站便来到该科室，只见科室
内窗明几净，候种室、处置室、冷链

室、健教室等划分得清清楚楚。
“我们现在科室的设置，比旧的

服务中心那里实在好太多了。之前
因为场地限制非常不规范，现在我
们设置了冷链室、处置室，特别是为
了更好地向市民科普动物致伤的危
害并有效防范，我们还设置了健教
室。”动物致伤科主任庄天从介绍，
科室的设置和服务都是按照国家标
准来的，“新的场所更有利于我们和
更多的国家级单位进行合作、交流，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随后，记者到二楼的中医理疗康
复科内，一进入就可以看到十几张医
用床铺，整齐地摆放在科室内，几名
患者正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理疗中。

“在旧的服务中心，只能放下5张
医用床铺；现在整个科室有 21张床
铺，房间宽敞明亮。”理疗康复科陈医
生介绍说，目前科室内用的医疗床铺
全部都是定制的。

为了感受新的医疗床铺，记者
现场体验了一番。床铺高度约 6分
米，非常方便老年人及行动不便患
者上下。医疗床上有皮质包裹的薄
垫子，躺在上面不软不硬，有类似躺
在硬质沙发的舒适感，且床铺下方
人性化的设计，可以方便患者刷手
机，在治疗中转移注意力减轻疼痛
感。另外，理疗康复科最大的变化
是有足够的空间设置康复室。“现在
我们科室的空间有 200 多平方米，

空间足够，很多康复器材还在慢慢
增加中，这对于需要康复的市民来
说是非常方便的。”陈医生介绍。

在参观中，记者遇到了从社店社
区前来注射狂犬疫苗第五针的陈女
士。她告诉记者，现在的服务中心看
病就医更便捷，且停车也比之前方便
了许多。

“我们目前的停车位有 100 多
个，可以非常好地满足患者的需
求。医院内的很多细节，我们也在
完善中，为的是更好地服务市民，提
高县域就诊率。”服务中心主任陈峰
强介绍，在搬入新址后，服务中心还
将尝试与名香福利院深度合作，形
成医养结合模式。

本报记者_张茂霖 通讯员_高蓉蓉 文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晋江市妇女联合会、驻市总工
会纪检监察组联合在泉州古城开展“弘扬孝廉文化，涵
养政德清风”徒步活动。晋江市妇联执委，各镇（街
道）、经济开发区妇联主席（妇工委主任），市直机关妇
工委、各系统妇委会主任约50人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以徒步的形式，邀请专业讲解员讲解泉
州老街旧巷里的历史名人事迹、廉政德风故事，以景
说廉，以人讲廉，发人深思。这种在行走中学习泉州
古城廉洁文化，寓教于乐的方式受到妇联干部一致
好评。

此外，参与活动全体人员还在“树立廉洁好家风·
传递助廉正能量”廉政承诺横幅上郑重签上了自己的
名字。

行走泉州古城
学习闽南廉洁文化

打造医养结合新范本

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鲁东村卫生所正式运行

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搬新家啦!

看病就医更便捷 市民满满幸福感
本报记者_李玲玲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晋江市医院获悉，13日，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将正式入驻晋
江市医院。届时，每天将有上海六院专家团队在晋江
为市民朋友常规开展诊疗活动。此外，张长青教授劳
模名医工作室也将增设诊室，并扩大专家队伍，市民朋
友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端的骨科诊疗服务。

记者了解到，首批常驻专家由上海六院骨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沈灏，副主任医师施慧鹏领衔，两人均有
超过 20年从事骨科临床、教学工作的经验。此外，还
有骨科主治医师张雄良，麻醉主治医师张清福，骨科副
护士长岳慧玲，主管护师张雯、郑莹等。

上海六院首批专家团队
13日入驻晋江市医院

村民在家门口便可享受便捷的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