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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读者通过本报“捎话”
盼关注老人看病难

自助挂号搞不懂
网上预约不会用

老人看病
遇新难题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2018年海南两会召开
在即，本报开设了“为您捎话到两会”
栏目，关注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昨
日，一些读者致电本报称，希望代表
和委员们能够关注医疗方面的问题，
比如现在有的医院推行网上预约后，
仍有许多老人“挂号难”；还有市民称
行动不便的老人生病就诊不便。

“孙子由我们老人带，平时我们
最担心的是孩子生病了，带孩子去医
院看病挂号不容易。”昨日，市民符阿
公说，平时儿子儿媳妇工作忙，孙子
基本上都是由他和老伴带，现在很多
医院都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看病
需要先在网上提前一天甚至一个星
期预约挂号，但是对于不会使用微信
和网络的老人来说，预约挂号是一件
不太方便的事，“建议全面推行‘非急
诊全面预约’的医院，能为老人、无二
代身份证患者保留专门窗口；或者如
果医院有自助机的，可以增加导医力
量，教老人使用机器。”

“行动不便的老人平时有个小
病，看病也是很不方便。”另一名读者
称，她家中有位80多岁的老人，平时
总免不了有个小病痛需要到医院，但
是每次都得两名家人开车带去才行，

“其实就是常见的感冒，开点药或者
挂点水就好，我们也联系社区的医院
（卫生服务站），但医院称暂时没有开
展这项服务，而且人手少工作紧张也
根本抽不出空。以前听说海口已经
试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希望能够尽
快全面推行，这样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即可提供上门服务，这对于行动不便
的老人、长期患病或者家里没有陪护
人员的家庭来说是件好事。”

1.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66742110留言；

2.扫描二维码或搜索
微信名“海南特区报”或微
信号“hntqb2014”关注海南
特区报官方微信，并留言
（注明：“捎话到两会”）。

2种方式帮您“捎话”

2018海南两会·前奏 回音壁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为“候鸟”老人异地就医

创造良好条件

民建海南省委会认为，近年来，海南
省作为“候鸟”老年人群的主要接收地，
其规模在不断增长，其中有大量退休的
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专家、学
者，这些老人在海南发挥余热，实现“老
有所用”。因此，我省急需积极完善海南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海南省“候鸟”
老年人群公共服务水平。

民建海南省委会建议，公共服务特
别是基本公共服务，是进一步做好“候
鸟”老年人群服务管理工作的重中之
重。首先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
生、住房保障、公共交通、教育等）建设
力度，满足本地人和“候鸟”老人的基
本公共服务需求；以市场配置为延伸，
积极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多样化的
专业服务，如老年大学、老年会所、老
年公寓等），满足本地人和“候鸟”老人
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需求。其次要
科学安排财政预算和公共服务资源配
置，加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进
一步加强省际间异地医疗保险合作，
加快推进异地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和完善，建立异地就医人员、就医诊疗
和结账业务等管理平台，建立并规范

“候鸟”老人异地医疗救助制度，为“候
鸟”老人异地就医创造良好的条件。

“养老”一词多次出现在去年的政协提案中

“老有所养”落实得如何
来看各部门的“作业”

关键词：智能养老卡

拨付专项资金
在全省试点推广智能养老卡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海南要大力发展养
生、养老和健康产业。目前在北京、上海、青
岛等城市已经开始推广智能养老卡使用，例
如“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上海敬老卡”、“青
岛七彩华龄卡”等。省政协委员沈建伟提出，
在全省推广智能养老卡具有重要意义。

沈建伟建议，先以海口为试点，在海南
全省推广使用智能老年卡，立项并拨付专项
资金，指导智能养老卡的技术对接、数据规
范、操作标准的建立，打造海南本地独特的
养老服务品牌，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市场化运作”的工作模式。海南作为国际健
康养生岛，全国著名“候鸟”基地，发行推广
智能养老卡，探索“互联网+养老”新模式，符
合中央的大政方针和社会趋势。

建议

将研究提出符合我省实际的
老年优待和老年福利制度

省民政厅作出答复称：智能养老卡具备
信息存储、金融支付等功能，使持卡人享受各
项养老服务，保障老年人享受社会福利、优惠
政策，有助于政府优化资源配置，应对人口老
龄化挑战，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

2017年7月3日至5日，省民政厅法规
处、省老龄办负责人前往上海，重点调研了
上海老年人免费公交优待和对外埠老年人
实行同等优待问题，也重点了解了“上海敬
老卡”的发放管理及使用情况。经过认真测
算评估，省民政厅认为，上海的做法在海南
推广暂时还比较困难，财政压力过大，难以
实施。下一步，省民政厅将会同省财政厅进
行专题调研，研究提出符合我省实际的老年
优待和老年福利制度。

进展

本报讯 在已步入人
口老龄化的今天，如何养
老成为老百姓日益关注的
话题，养老话题的“热度”
同样出现在去年召开的省
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昨
日，记者从省政协了解到，
针对省政协委员们的建
议，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作
出答复，并且提出了具体
的解决办法。、

记者苏钟钟起的

关键词：“候鸟”老人

建议

我省异地就医结算合作范围
扩大至30个省区市

我省根据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总体要求和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国
家战略的需要，着眼于解决参保人员异
地就医结算报销难题，针对各省医保统
筹层次、医保网络平台建设及医保目录
等方面的差异性，采取灵活多变的合作
方式，通过即时结算、延时结算、点对点
结算等不同的联网方式，采用周转金、垫
付制等基金结算方式，着力解决医保异
地结算合作领域的问题，合作范围扩大
至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共249个统筹区，不仅
有效地减轻了参保人员的经济负担，极
大地简化了报销程序，还能健全和完善
异地医保结算监管机制，有效防止骗保
欺诈问题的发生。

进展

完善社区养老
设联动报警系统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老龄化社会
进程的加快，社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空巢老
人问题。省政协委员蓝海雄建议，应发挥社
区作用，延缓空巢老人成为社会负担的进
程。社区建立老人活动场所和设施，开展丰
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使空巢老人接触社会。

同时，发展家政服务，推动空巢老人社区
居家养老的发展。完善社区养老条件，在空
巢老人家中设立与社区联动的报警系统，及
时发现和解决空巢老人的突发事情，保障居
家养老安全。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提高保姆
从业人员数量和素质，鼓励40、50下岗人员参
与家政服务，照顾好空巢老人的生活起居。

此外，多方筹措资金，加快各类公办和民
办养老院的建设。大力发展国家主导的公益、
福利、普惠、经济、面向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
院。公办养老院要普及，要免费接收无经济来
源的孤寡老人养老，国家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
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养老问题。
鼓励社会、企业和个人开办民办养老院，由于
养老院具有公益性质，要降低收费标准，面向
普通民众，应该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允许发
展高端的养老院，适应高端人群的需求。

关键词：空巢老人

建议

在海口三亚儋州
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工作

省民政厅表示，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
养老服务工作，把关爱空巢老人作为养老服
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据省民政厅介绍，关于发挥社区作用，
发展家政服务，推动空巢老人社区居家养老
发展问题。2013年建成运营海南省社区居
家养老网络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救
援、生活照料、人文关怀等信息服务。服务
内容涵盖家政服务、医药配送、维修服务和
精神关爱等。2016年底，全省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试点社区数达460个，享受政府购买服
务老年人数3099名。为鼓励老年人接受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从2012年起，海口、三亚、
儋州、琼海等17个市县建立了居家养老服务
补贴制度，财政资金补贴范围由城市“三无”
老人、低保对象老人起步，逐步向空巢老人
等其他老年人群体拓展。

截至2017年5月，全省共有各类养老服
务机构（设施）258家。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养
老服务机构，共建设民办养老机构19家，海
口恭和苑、琼海天来泉等一批高端养老服务
机构陆续落户海南。

此外，关于鼓励、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及
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
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等多种形式服务
问题。成功申报海口、三亚、儋州为全国医
养结合工作试点地区，加快推进“医养融
合”服务体系建设，为居家的老年人搭建方
便快捷、品质优良、普惠实用的新型养老服
务平台。

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