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北京通州再向东，很快就到了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的燕达养护中
心。这里居住着 1600 多位来自北京的
老年人。与之相邻，就是按照三级甲等
标准建成的燕达医院。在空间布局上，

“医”“养”已经实现了结合，但事实上，两
者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不能实现异
地医保实时报销，成为横亘在医养结合
面前的一道屏障。

养护中心就医便捷

在养护中心，记者遇到正在为老人办
理入住手续的欧女士，欧女士说，老人 94
岁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几番选择后，家
人觉得这里环境、条件最为适宜。

燕达养护中心总经理李海燕介绍，对
于老年人，就医方便是他们选择养老机构
最为看重的因素。燕达养护中心作为第
一批京津冀协同发展试点，承接了部分北
京的市场化养老功能。养护中心营销总
监李东辉说，燕达养护中心目前在住的老
人中，98%来自北京，而且京籍老人的需
求还在增加。

李东辉还告诉记者，燕达养护中心收
住的老人具有“三高”的特点——高龄、高
知、高收入。之所以能吸引高收入阶层，
是因为这里具有比较完善的设施、优美的
环境，还有较高的医疗保障能力。这无论

是在燕达集团眼里，还是在入住老人眼
里，都是独有的优势。“燕达养护中心与燕
达医院两者共同构成了医养结合模式。”
李东辉说。

养护中心与医院毗邻，设有绿色通
道，这对急病需要抢救的老年人来说是真
正的“刚需”。据介绍，一位住在燕达养生
中心的老人出现急性脑出血，仅 10 分钟，
病人就已经躺在了急诊室，这在北京市区
是难以想象的。绿色通道省去了挂号、排

队、交费等程序，为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老人们说，住在养护中心，看病非常

容易，即使行动不便，护士推着轮椅就可
送到医院。燕达医院院长胡燕生介绍，燕
达医院与朝阳医院、天坛医院、首都儿研
所、北京中医院建立了医疗合作关系，合
作医院的医疗团队定期在燕达医院出诊。

实时报销急需实现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维林
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包括居
家、社区、机构养老等，在机构养老方面，
燕达集团的医养结合最为典型。在他看
来，未来养老问题会成为京津冀地区的突
出问题。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北京
60 岁以上的户籍老人数量为 315 万人，
且平均每天净增 500 余名，预计 2030 年
北京将达到重度老龄化。北京目前居家
养老占 90%，社区养老占 6%，机构占 4%。

燕郊在区位上与北京已趋近一体，
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外地人口约占一
半。目前在燕达医院，六成以上患者都
是非本地居民。

作为全国跨省异地医保报销的试点单
位，几年前，燕达医院的相关工作就停滞下
来。在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的大
背景下，“实时报销”成为发展的最大制约，
在北京参保的患者到燕达医院住院、急诊
或生育，都可以在北京报销，但异地医保
实时报销尚未实现，“医保通”成为京津
冀医疗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

京津冀跨省异地门诊医保的进度已
经走在全国前列，但也只有燕达医院能实
现异地安置退休老人门诊报销，且仍无法
实时结算。其最大的阻碍在于异地互认
问题，即国家没有统一各地医保目录和收
费标准，因此结算时按照参保地还是就医
地标准报销无法确定。

为满足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燕达养
护中心二期工程已开工建设，将设 8000
张床位，加上一期已运营的 2300张床位，
燕达养护中心床位将过万，届时将成为国
内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预计 2018 年可
全部投入使用。

需求增长，工程建设脚步加快，异地
医保实时报销急需跟上。

重视老年生活品质

李东辉说，目前北京市医保结算的服
务器正在抓紧调试，政策层面已无障碍，
只待联网等技术问题解决，年内就将正式
接通，到时，北京医保就可在燕达医院实
现实时刷卡结算。

据记者调查，北京的养老机构和离京
较近的河北养老机构，即便规格设施相
近，收费相差却很大。北京的医养结合型
养老机构，每月费用至少比普通养老院高
一倍，加上餐费，费用都在万元以上。北
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和北京市统
计局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度北
京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 85038元，月平均
工资 7086 元。显然，过高的费用对于大
多数老年人来说难以承受。

在北京，很多机构即使可以保证优质
的医疗保健设施的配备，却无法提供开阔
的活动场地。而燕达养护中心占地面积
就达到 4 万平方米，紧邻潮白河，绿树环
绕，优美的环境满足了老人们爱遛弯儿的
喜好。

拎包入住的家居式户型，被装修成中
式、欧式、东南亚风格等，厨卫餐厅齐备，
有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多种户
型可供选择，家人来探望还可陪住。针对
自理老人、半自理老人、不能自理的老人
的不同养老需求，养护中心还可以提供一
站式全程化持续照护。

在养护中心，记者看到，活动不便的
老人们坐在可移动的“椅子”上，依靠天花
板上的轨道牵引，用手中的遥控器，较为
自如地如厕、洗澡，还能与其他房间的老
伙伴串门。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从瑞典引
进的天轨移位系统，扩大了老人们的活动
范围，满足了他们自主与人交往的需求。

因为专业从事养老产业，李海燕对老
年人的需求已相当了解。她说，老年人并
不仅仅满足于养生，也十分重视“养心”，
有着很高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在养
老社区，老年人的生活一点不单调，他们
兴趣广泛，对书画、游泳、台球、广场舞等
文体活动热情很高，而养护中心也积极创
造条件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
化活动，积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京津冀协同养老体系日趋完善
——河北省三河市燕达养护中心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本报记者 韩 霁

10 月 20 日，河南省郑州市供电段商丘高铁供电
车间安全组一行 6 人，从应急通道直上高铁轨道，背负
着数十公斤重的工具，跑步前往 2 公里外的安全隐患
地点⋯⋯

高铁生活圈不断扩大，然而，铁路沿线环境安全隐
患却频发：线路两侧彩钢瓦房屋、危树、上跨电力线甚
至是不小心飞上轨道的垃圾袋，都能造成铁路交通事
故，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前几天是大风天气，我们基本上 24 小时待命，因
为小小的垃圾袋挂网就会引起供电设备跳闸，中断行
车，影响旅客出行安全。”郑州市供电段开封高铁供电
工区工长薛峰告诉记者，他们 11 个班组、184 名职工，
随时待命，日夜守护着长达 256.56 公里的铁路的安
全。薛峰说，“再苦再累也不怕，铁路安全无小事”。

其实，最让这些铁路安全卫士头疼的，不是高强度
的工作和恶劣的天气，而是一些扰乱路外安全的人为
因素。

在郑徐高铁沿线的马杨村附近，紧靠铁路沿线内，
许多彩钢瓦房赫然在目，有的甚至离轨道不足两米。
这种特殊材质的钢板房，遇上大风天气，极易被掀起，
一旦侵入铁路限界，轻则中断行车，重则挂断铁路供电
设备，或直接损坏通行中的列车，造成安全事故。据统
计，郑州铁路局所管铁路沿线共有彩钢瓦房屋 3737
处，其中铁路安全保护区内共 2070处，区外 1201处。

为了消除威胁高铁安全的危险因素，铁路部门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整治和维护。截至 10 月
20 日，郑州铁路局管内共计处理危树 20 多万棵、上跨
线缆 50 处、彩钢瓦违法建筑物 88 万多平方米，路外安
全隐患整治效果显著。

“打造‘平安高铁’，不仅要护路，更要营造全民参
与的氛围。”郑州供电段党群办宣传干事陈伟说。为了
实现宣传全覆盖，郑州铁路局将路外安全宣传内容提
炼成“三字经”，并配上漫画，让老百姓看得明白，记得
牢靠。同时，还将风筝篇、彩钢瓦篇、危树篇等六方面
的安全知识制作成动漫和沙画，通过微信推送，传递路
外安全“好声音”。

河南郑州：

筑牢高铁“安全墙”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艺藐

我国营养餐产业已走过 30 年的历
程，目前已涵盖学生餐、老年餐、高铁餐、
航空餐，以及医护特膳餐等领域。在营养
餐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缺乏学生
营养立法和相关标准引导，政府主管部门
不够明确，缺乏相关规划、财政、金融、税
收政策配套支持等体制机制问题。近日，
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
食品工业（集团）公司等单位共同发起召
开了 2016 中国营养餐产业发展大会，就
全面提升国内营养餐产业的整体和综合
创新能力，促进学生、老年营养餐产业标
准化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学生营养餐多元化发展

在我国营养事业专家于若木先生的
引领下，通过“护苗工程”“学生奶工程”的
实施，学生营养餐产业已进入因地制宜、
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

据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秘书长孟庆芬介绍，目前无论是城市还

是农村学校供餐，都已经开始从关注食品
安全逐步向关注营养过渡。2011 年至
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1591 亿元，用
于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目前已有 29 个省
份的 13.7 万所学校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
受益学生超过 3360万人。

当前我国学生营养餐发展过程中还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立法进程严重滞
后，政策体制机制创新观念建设亟待加
强，行业缺乏科学有效的基础研究和科学
支撑，亟需加大科技投入等。孟庆芬建
议，要加快学生营养餐立法工作，尽快出
台相关法律法规。

老年营养餐社会资源成熟

我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发展时期，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影响到老年
人的生活，而老年人的膳食营养又直接影
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高龄和残障老年人
自己做饭难度日益增加；家庭人口少食物
单调；外出就餐或订餐适合老年人吃的不

多。来自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的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16.1%的老年人口营
养不良，37%存在营养风险。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与食品专
业委员会主任付萍说，不少老年人没有意
识到一日三餐对自身健康的意义，还处在
三餐凑合吃，省钱看病或者买滋补品的怪
圈中。目前，国内市场还没有老年营养餐
提供的有效体系，但是中国老年营养餐供
给条件已经成熟，她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出
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涉老供餐企业发
展，设立标准、树立品牌，扶持老年餐饮的
龙头企业，在一线城市做试点，有了成功
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营养标准待规范

营养餐与快餐的不同之处在于，营养
餐更加注重全面均衡的营养餐谱配置，而
且管理更规范、运作更科学。要促进营养
餐产业全面发展，既需要科技的硬件，也
需要标准的软件。

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理事长陈伟力表示，通过科技创新和产学
研协同发展，我国营养餐产业可以实现良
性发展。他建议，可以广泛吸引社会资本
进入，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普遍小、散、
弱，以及营养餐设计未达到营养要求等问
题，实现营养餐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陈伟力呼吁加快营养餐立法，尽快
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和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与营养操作规范等标准，进一步推动
学校设置营养教师、配营养餐师，助力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
实施。同时，关注全体义务教育阶段中
小学校园餐情况，积极提供营养配餐方
案，使学生餐达到平衡膳食的要求。开
展老年营养餐保障工程，出台适合老年
人群的营养膳食供餐规范；开展营养餐
产业科技保障工程，全面夯实我国营养
餐产业科技保障及人力资源的开发；建
设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重点开展营
养均衡配餐示范，普及科学膳食知识，
提升国民营养健康水平。

就在本月，宜家上海徐汇店贴出“先

购餐，后入座”的告示，这被看作是对存在

不文明行为的老年人的“逐客令”。此事

产生了话题效应，社会上意见纷纷，有对

老年人“蹭福利”行为的谴责、戏谑，也有

对他们“无处可去”现状的理解、体谅。众

多声音勾画出老年群体的尴尬处境。而

尴尬还在继续——逐客令效果不佳，不少

老 人 用 最 低 的 10 元 消 费 ，继 续 长 时 间

“耗”在商场。

可见解决问题仅靠“推出门去”难免

无力，简单的“一批了之”更是无益。与之

前的“公交车让座”和“广场舞扰民”的争

论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将其宣布为“不受

欢迎的人”并就此切割干净。实际上，他

们当中很可能就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友，

还有可能就是未来的自己。他们的窘境

是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上海的老年化最为突出，全国情况与

之类似——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60岁

以上老人2.2亿人，而全国的各类老年活动

室只有37.1万个，平均每600多位老人才有

一个活动室，老年人活动空间十分缺乏。

即使不缺乏，也不能将老年人的活动区域

做出限定，毕竟他们是社会的一员。

不文明行为不是老年人独有，而孤独

寂寞、渴望社会参与是老年人的普遍心境

和一致诉求。在宜家“扎堆儿”的老年人

表示，自己“就是想和大伙聊聊天”。这让

我想起一位朋友的经历，他的父母年轻时

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不知

为什么老了之后就失去了判断能力”，成

为许多虚假广告、不当营销的目标客户，

家里常年有各种保健品推销员登门或电

话推销。一次正赶上推销员上门，朋友在

旁观察，悟出了一点缘由。推销员小伙子

和颜悦色，关切地询问老人的生活情况，

对老人的倾诉耐心倾听，即使是儿女听腻

了的家长里短，推销员也显得十分感兴

趣。看到他们亲密无间的聊天，朋友明白

了一个道理：老年人需要陪伴，需要被关

注、被尊敬。

实际上，现在的老年人中，很多人经

济独立，已不单是被儿女赡养的角色。他

们还有能力成为儿女的后盾，帮忙照顾第

三代等。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但依然

在为家庭做事、为社会尽责。可以说，很

大程度上，他们不是负担，而是曾经为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并继续发挥着余热的“富

矿”，不应受到社会冷遇。我们应该深挖

一下老年人“宜家占座”之后的真正原因，

为他们创建更多的活动、社交空间，除了

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更要满足他们的心

理、精神需求。

为 老 人 创 建 更 多 社 交 活 动 空 间
雨 齐

我国营养餐产业历经 30 年发展仍存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

营养餐产业需走上标准化可持续轨道
本报记者 闫 静

从香水箱包到服装、大米，
近年来关于中国消费者在海外
抢购、“爆买”的新闻频频见诸
报端。在不少专家看来，标准
太低是导致中国“消费外溢”的
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在近日
召开的全国消费品质量提升工
作座谈会上，国家标准委主任
田世宏表示，我国消费品安全
标准中近 80%的指标与国外
保持一致水平，还有部分指标
技术水平高于国外。

田世宏介绍，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委高度重视消费品标准
化工作，联合有关部门、地方和
行业，持续开展消费品安全标
准“筑篱”专项行动，同步组织
了首批国内外消费品安全标准
比对分析工作。首批标准比对
工作选择了儿童用品、服装纺
织、家用电器等 12 个领域。经
过 46 家单位、200 多位专家的
努力，面向 21 个国际标准化组
织、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
地区，共收集消费品安全相关
技术法规和标准共 770 余项，
对其中化学安全、物理安全和
生物安全等 3800 多项技术指
标进行了对比。

“比对发现，ISO（国际标
准化组织）标准多为检测方法
标准，我国消费品安全标准技
术指标 90%以上与 ISO 标准保
持一致。IEC（国际电工委员
会）标准中的电气安全要求，不
同国家间普遍存在差异，因此
我国标准技术指标近 70%与
IEC 标准保持一致。”田世宏说，比如插头插座产品，欧
洲国家电压是 220V，其标准中更注重防触电、耐高
压；而美国电压是 110V，但电流较大，其标准中就更
注重耐燃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外技术法规和标准的比对主
要选取了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4 个发达国家和地
区，共比对了欧盟消费品安全相关技术法规和标准中
的技术指标 1278 项，美国 596 项，加拿大 332 项，日本
401 项。“比对发现，我国标准中 70%左右的指标与欧
盟和美国的技术水平保持一致，90%左右的指标与加
拿大和日本保持一致。”田世宏称。

谈及下一步发展，田世宏表示，国家标准委将按照
《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要求，
加快改革标准供给体系，优化标准供给结构，推动国内
外标准接轨。

八成消费品安全标准水平与国外一致

将加快实施国内外标准接轨工程

本报记者

沈

慧

10 月 22 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江西省德兴市李宅

乡密川小学学生来到当地白药山，在民间医生现场指

导下认知草药，感受我国传统中药文化的魅力。

卓忠伟摄

◁ 燕达养护中心拥有完善的

设施和较高的医疗保障能力，吸引

了很多北京籍老人来此养老。

▽ 燕达养护中心的老人们聚

在一起聊天。

本报记者 韩 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