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3日 星期日7
ECONOMIC DAILY

康 养

泰康之家——

养老社区

自建医院显优势
本报记者 佘 颖

遭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健康的认知大
大提升。可以预见，疫情过后，康养产业有望
迎来快速发展期。如何提前做好准备，山西
表现得很亮眼。

早在前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山西就提
出要实施康养产业带动，将发挥山西气候清
凉、海拔适中、饮食多样、医药资源丰富的优
势，加快打造康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以康
养拉动旅游全产业链发展；重点发展乡村康
养、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康养等新业
态。两年来，不论是“康养山西，夏养山西”的
顶层设计，还是康养小镇、医养兼得等的具体
实施办法，思路清晰，红利可期。其中，“中医

药+健康+文化旅游”的中医药康养，顺应了
消费升级以及大众对健康生活诉求的市场趋
势，前景看好。

在山西的中医药康养概念中，基本具备
了传统中医药文化、观赏中医药景观、参与
中医药活动、开展中医药调理疗养服务等功
能设定。且山西开展中医药康养，得天
独厚。

底蕴深厚的医药文化、资源禀赋富足的
中药材都是山西的瑰宝。在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的关键时期，山西充分发挥中医药大省优
势，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救治方法，最终以
133 例确诊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

双零目标，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中
医智慧”和山西力量。

安宫牛黄丸、龟龄集、定坤丹……这些耳
熟能详的中药，也都来自距今477年历史的

“中华老字号”，曾与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
堂、杭州胡庆余堂齐名，位居“四大药店”之首
的山西广誉远。广誉远作为山西龙头示范企
业和山西中医药典范企业，拥有龟龄集、定坤
丹、安宫牛黄丸三项国家非遗项目。其中，龟
龄集、定坤丹为国家保密产品。

天时地利皆备，围绕中医药康养产业，山
西下一步可以着力打造中草药产业示范基
地，打造集种植、加工、科研、观光、养生为一

体的健康产业。除了生态种植，还可以发展
中草药科普基地等，为游客及当地群众提供
药浴、针灸、推拿等养生、医疗相关服务，宣传
养生知识，做好中药药膳等相关产品开发。
同时借机发展绿色有机中药材种植，提升中
药材品质和市场占有率。

推进特色产业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
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健康+”产业，大力
发展文化体验、生态、健康养生为主的生态型
旅游业是山西 2020 年的几大目标之一。如
何以康养拉动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哪些产品
可以打造成康养山西品牌?这些都是山西下
一步需要思考和具体落实的问题。

中医药康养大有可为
□ 梁 婧

81岁的常先生从今年初开始经常感到右腹下侧肿胀
疼痛。随着时间推移，疼痛感越来越重。常先生前往三甲
医院就诊，但医院告诉常先生，由于正值疫情特殊时期，
暂时无法安排手术和住院。常先生担心，再拖下去，会让
病情延误。

近期，类似常先生这样的因为无法正常就诊、住院导
致焦虑的病患还有不少，尤其是老年群体。

另一方面，很多患者尤其是老人担心医院交叉感染的
高风险，不敢前往就医，也容易造成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
疗，延误治疗时机。

不过，患有高血压的吴阿姨却没有这个烦恼：“我住
的泰康之家·粤园养老社区，有专门给老年人看病的医
院。慢性病、常见病不出社区就能治疗，疫情期间我们看
病、吃药都没耽误，很安全很放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泰康之家养老社区提前对所属社
区进行了全封闭式管理。此时，社区自建医院的优势凸
显：泰康之家各康复医院紧急制定并启动应急预案，成
立突发事件专项应急小组，全员防控宣教、居民就诊分
诊流程、发热隔离区设置等疫情防控工作全面部署；院
感全面升级，医护人员严格卫生制度，外来物品严格消
毒，环境角角落落把好每一关；提前做好医疗物资的采购
和储备工作……

1月30日，住在泰康之家·申园93岁的桂老爷子突
发腹部绞痛，社区将老人送进上海申园康复医院就诊。通
过仔细询问病史和体检，医生判断是胆道系统问题，给予
对症处理后，桂老病情改善返回社区。没料到次日桂老爷
子再次出现腹痛，又被紧急送到申园医院。出于对患者安
全性考虑，申园康复医院请来外部专家会诊。最终，通过
申园康复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桂老的身体逐步康
复，回到了社区“家”中。

“如果是在家，遇到这种情况就太棘手了。”桂老的
女儿感激地说，“在申园，全封闭管理，让我们对医院、
对医护团队都特别放心”。

在北京、广州、成都的泰康之家康复医院，这样的情
形不断上演。随着疫情发展，宅在家里多日的老人渐生烦
躁，加之对疫情的过多关注，心里恐慌感蔓延。

对此，多地社区加强对居民心理的关怀，如上海申园
康复医院组织上线申园新话“新冠肺炎期间的心理关
怀”，医护人员上门给予居民心理关怀，专业的疫情心理
疏导通过家常聊天方式，让老人过度紧张的心舒缓下来。

老年人取药难问题也在疫情期间凸显。对此，泰康之
家各地医院提前做好药品等医疗物资的储备工作，尤其是
老年慢病常用药。对于社区医院未储备的药品，泰康之家
多地社区提供药品代采购服务，如在蜀园社区出现一批

“闪送”，社区工作人员穿梭在各大医院为居民代取药物，
有效缓解了居民取药难问题。

疫情暴发以来，泰康之家组织专家团队，通过互联网
开启在线问诊服务，使各园区居民足不出户即能享受远程
专家会诊，为患者提供更为科学、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泰康蜀园护理公寓居民马阿姨患有心血管及帕金森疾
病，蜀园医院邀请位于北京的泰康之家老年医院及急诊医
学首席专家付研医生对其会诊。整个会诊过程，患者马阿
姨、蜀园康复医院吉医生及付研医生三方互动探讨病情和
治疗方案，付研医生对马阿姨的生命体征、检查报告、参
数等进行详细的询问和分析，并给出治疗建议和用药指导。

马阿姨及家属对此次会诊非常满意，更对这样便捷的
就诊方式高度认可和赞扬。社区居民表示足不出户就能解
决看病难、看名医更难的问题。

疫情之下，泰康之家充分发挥了养老社区配建康复医
院的优势，极大缓解了居民就医和焦虑情绪，为老人筑起

“急救—慢病管理—康复”的三重防线。据介绍，泰康之
家全国社区已入住老人3000余人，这次疫情无一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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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连接民生福祉，一头连接经济社会发
展，康养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和新兴产业势头正
劲。去年6月，山西发布《山西省支持康养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计划》明确山
西未来将培育一批康养小镇、康养社区，打响

“康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推动康养项目落
地，促进康养产业快速发展。到2021年，形成
从大同到晋城的康养产业带。

近一年时间过去了，依托山西得天独厚的
气候、文旅、区位、温泉、饮食五大优势和丰富的
人文历史及宝贵的中医药资源，如今，山西已初
步形成以大同、忻州、晋中、长治、晋城5市为重
点的康养产业分布（示范）区，建成15个康养小
镇及多个康养社区。

“康养是一种观念和态度”

“儿子孙子都争气，退休后我们老两口没什
么负担，退休金涨了好几次，看病有医疗保险，现
在就想着到处走走，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对
孩子和社会最好的回报。”73岁的山西榆次市民
张静患有关节炎和颈椎病，她告诉记者，每月除
了正常的医药开销，她和老伴都会自费做一些保
健养生项目，而且每年夏冬两季还会去其他宜居
城市旅游疗养一段时间，这些费用超过家庭收入

的三分之一。“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我
们更追求生活品质了。”

像张女士这样，家庭健康
消费投入比重逐渐增多的现
象，存在于山西不同的年龄
段。今年初，家住太原市的

“80后”樊先生就“先斩后奏”
给全家人办了健身年卡，虽然
价格不菲，但他觉得值，“健身
是一种观念和态度，身体健康
才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赶
上今年情况特殊，健身房同意
顺延时间，且每天线上会在群

里发一些居家健身视频，我们全
家跟着一起练”。赵先生感觉，随

着更加智能和人性化的一系列康养
产品越来越多，身边很多人除了定期

体检、疾病筛查外，对“在线诊疗”“居家

医养”等个性化康养服务
的需求也日益增多。

事实上，康养产业是
21世纪的新兴产业，涵
盖诸多业态，关联城市建
设、生态环境、民风民俗、
科技信息、文化教育、社
会安全等众多领域。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
医疗康养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已逐渐成为投资新
风口，康养产业复合增长
率高达19.4%，是全球平
均增速的5倍，市场潜力
巨大。

在山西，发展康养产
业也是未来全省几个重
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在

“健康中国”战略大背景
下，按照《山西省加快推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
施方案》要求，2020年，山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
预计将超过600万，以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健康与养老服务业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

独特优势医养兼得

“山西气候清凉、海拔适中、饮食丰富多样、医
疗资源充足、整体环境不断改善，发展康养产业
得天独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张义丰这样概括“康养山西”的独特优势。

正如其所说，山西地处中纬度，距海不远，
但因山脉屏障，夏季季风影响不大，属于暖温
带、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气温整体以清凉为
主。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相比周边省
份来说，就像一个大台阶，是最适合人体机能良
性运转与正常调节、促进健康长寿的海拔高度，
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和养生。

“从理念上看，大康养涵盖了资源节约、环
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
念，以及生态型发展、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具
有系统性、地域性，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
纲，所构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格
局。”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旭东
表示：“近年来，随着山体披绿、矿山修复、环境
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强，山西省整体环境不断改
善，所以说，打造‘康养山西’特别是‘夏养山
西’，具有一定的优势。”

除此之外，山西的自然风光与文化古迹亦
十分吸引人：西边有汹涌澎湃的黄河，自老牛湾
一路向南纵贯山西全境，在风陵渡大拐弯向东
流去；北端有磅礴逶迤的古长城；东边则是雄峻
的八百里太行山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山
西勾勒出壮美河山的轮廓。人文方面，山西被
誉为“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和“中国古代建筑
艺术博物馆”，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来自北
京的郭女士告诉记者：“我多次来山西，就是为
了看看大美山川，看看地上的文物。”

民以食为天。山西省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王艳梅认为，山西的饮食文化也
是三晋文化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发展康养产
业离不开‘舌尖上的山西’，山西既有小米、红
枣、核桃、莜麦、苦荞、杂豆等具有养生功效的杂

粮，也有平遥牛肉、羊杂割、过油肉、山西刀削面
等广受中外游客喜爱的名小吃，更有驰名中外
的龟龄集、竹叶青、老陈醋等保健食品和酒品，
还有分布广泛、品质优良的党参、连翘、黄芪等
养生保健上品中药材。”王艳梅表示，康养在山
西，可以“洗眼”“清肺”“养身”，领略文明，陶冶
心灵，食养、医养兼得。

顶层设计精准规划

“我和妹妹基本上每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
都会带父母去庞泉沟玩水上漂流，既凉快又好
玩。”太原市民边女士告诉记者，她们都是驾车
沿着山路开，路上有人工花园，也有森林公园，
美景处处皆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
们山西有那么美的地方。”

身处美丽环境，“康养”二字才有可发挥的
空间。据了解，下一步山西还将陆续推出一批
休闲康养旅游项目，启动忻州顿村温泉康养示
范园区建设，组建森林康养投资集团公司，启动
管涔山高桥洼、太岳山七里峪、关帝山三道川、
中条山大河、五台山南梁沟5处森林康养基地建
设，改造10个生态庄园为森林康养基地等。

关于如何做好山西“康养旅游”品牌，山投
集团董事长行连军建议：“康养山西在季节上讲
主要是夏养山西，但不是山西任何地方都适合
做康养旅游。因此，一是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
做好规划，做好山西康养的产业布局；二是要结
合地方实际，发展适合本地的康养业态。在山
西，我认为打造太行山康养旅游体验系列产品、
中医药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和温泉疗养旅游具有
较大优势；三是便利化的交通、优质化的服务和
精准化的营销对于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康养产品
必不可少，尤为重要。”

山西在发展康养产业方面取得的成效和拥
有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山西自身也在
从顶层设计上发力。去年3月，驻晋全国政协委
员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联名提案，
建议进一步完善支持康养产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将山西列入国家级康养产业试验区，并列入

“长期照护险”制度试点城市。按照2020年全
面开放康养服务市场的目标要求，要支持康养
产业与脱贫攻坚、特色农业紧密结合，与旅游、
养老深度融合，扶持康养产业做大做强。

为支持康养产业发展，山西近年来出台了
多项政策，继2014年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的意见》“20条”后，山西又相继出台《关
于实施财政贴息扶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山西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施办法》《全省扶
持养老服务业发展财政贴息暂行办法》等政策，
为其行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放宽养老服务业
的准入条件，简化审批程序，财政贴息鼓励发展
康养产业中的养老服务产业。

“康养产业蕴含着拉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潜
力，覆盖面广，产业链长，能够打造成一个新兴
战略性支柱产业。”山西省社科院周洁表示，山
西将进一步发挥气候清凉、海拔适中、饮食多
样、医养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康养拉动全产业链
发展，以养心、养生、养老为发展方向，发展融旅
游、居住、康养、医疗、护理为一体的产业集群。
等挺过这段特殊时期，相信康养产业必将成为
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

右图 太行山脉

巍峨壮丽，坐落其上的

山西平顺县岳家寨保

持着古朴的原始风貌，

层峦叠嶂的绿树高山，

让追求天然养生的城

里人流连忘返。

下图 疫情期间，

理发店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为山西金拐杖养老

服务中心的老人理发。

梁 婧摄

老人患者在泰康之家成都康复医院与北京专家进行
远程会诊。 （资料照片）

上海申园康复医院专家团队上门对养老社区居民进
行心理关怀。 （资料照片）

在山西金拐
杖养老服务中心
的老人们，每周可
自选美学课，花篮
就是老人们的作
品。 梁 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