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的

重要力量，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方面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5 月 11 日，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第三场“一切

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系列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

国确定的主题为“关爱护士队伍，护佑

人民健康”。

“没有护士，就没有医疗系统。”国

际护士理事会（IC N）主席安妮特·肯尼

迪（A nnette K ennedy）曾明确指出。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工作服

务于人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无论是在日

常的医疗护理工作当中，还是在传染病

流行，以及重大自然灾害暴发等威胁人

民群众健康的关键时刻，广大护士都秉

承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履行服务人民健

康的重要职责。”郭燕红表示。

近年来，我国一直注重对护理工

作的规划与布局。特别在“十四五”时

期，立足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卫健委

于 5 月 7 日印发了《全国护理事业发

展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

《规划》）。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护士队

伍持续发展壮大、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我国护理服务能力持续提高、服务领

域不断拓展。”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胡强强表示。

护理事业发展成效显著

数据表明，截止到 2021年底，我国

护士队伍已经超过 500 万，达到 501.8

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的人数达到

3.56人，护士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学

历的接近 80%。

“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护士的数

量以平均 8%的增幅逐年增加，护士队

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能力不断提升。”

郭燕红表示，通过持续开展优质护理服

务活动，实施护士服务能力的提升工

程，护理工作逐步在实现贴近患者、贴

近临床、贴近社会方面，让群众看病就

医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此外，“我们还通过实施老年护理

服务发展工程，推进护理工作在老年

健康工作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推

进老年的居家医疗护理服务，护士将

护理服务延伸至社区、延伸至家庭，努

力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慢性病患者等

人群，提供多元化的护理服务”。郭燕

红介绍，借助“互联网 +”的新业态，为

人民群众提供上门的医疗护理服务，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获得群众

和社会的普遍好评。

在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当中，国家

相关部门在护士的薪酬分配、职称晋

升、奖励评优等政策上，优先向一线和

基层的岗位倾斜，有效地调动了护士

的积极性。

“可以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

下，关心、支持和爱护护士队伍的社会

氛围逐步形成，护士队伍得到了稳定

发展。”郭燕红说。

不过，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相比，我国护

理事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

郭燕红强调，“一方面要加强护士

队伍的建设，包括护士数量的增长、护

士能力的提升、护士积极性的调动。另

外一方面就是拓展护理服务，让护理

工作在各个领域当中能够更好地为人

民健康服务，以适应人民群众的健康

需求”。

为此，《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我

国护理事业发展要实现以下目标：全

国护士总数实现 550万人，每千人口注

册护士数达到 3.8 人，护士结构进一

步优化、素质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老

年、中医、社区和居家护理服务供给显

著增加，护理服务质量持续改进，调动

护士队伍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

全完善。

新变化应对老龄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

国 60 岁以上人口达 2.6 亿，占全国总

人口的 18.7% ，且老年人口规模还在

持续快速增长。

“健康老龄化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卫健委党

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

表示。

“我们应该通过优化护理资源布

局，结合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疾病谱

的特点和人民群众医疗护理服务的

需求，健全覆盖急性期诊疗、慢性期

康复、稳定期照护、临终期关怀的连

续护理服务体系，增加护理服务供

给，特别是在老年、康复、居家等领域

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郭燕红

表示。

的确，目前社会对护理的需求也在

发生变化。

“从原来主要是与医疗相关的专

业护理需求，到现在在康复理疗、慢

病管理、预防各个层面都有相应的需

求。”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四五”期间，老

年人口数量会越来越多，在这五年中

将增加 100 万人，这个增速远远超过

了“十三五”时期。

为此，《规划》明确，要补齐护理的

短板弱项。加快发展老年医疗护理服

务，实施老年医疗护理的提升行动，

开展居家医疗护理和长期照护服务。

郭燕红也坦言，“我们鼓励有条件

的医疗机构积极为老年人特别是失能

老年人提供居家护理、日间护理服务

等，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互联网 +”新业态

同时，《规划》指出，扩大“互联网 +

护理服务”试点覆盖面，支持医疗机构

积极提供“互联网 + 护理服务”、延续

护理、上门护理等，将机构内护理服务

延伸至社区和居家，为出院患者、生命

终末期患者或行动不便、高龄体弱、失

能失智老年人提供便捷、专业的医疗

护理服务。

“互联网的护理服务是个过程，我

们更关注的是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

果。概括起来，应该是四个方面，也就

是‘两个明确’‘两个规范’。”李昂表

示，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责任主题必须

是实体医疗机构，以线上的申请和线

下服务的模式，提供居家护理服务。

要明确护士资质，必须有 5 年以上的

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同时要有护师以

上技术职称，要在线下实体医疗机构

进行备案和注册。同时还要规范服务

项目和服务行为。“对于服务的整个

过程，我们要求全程留痕，可查询、可

追溯。”

那么，结合互联网新业态模式，如

何提升护理服务能力呢？中日友好医

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认为，应该用互联

网技术，创新性地开展远程“1+ 1+ N ”

多学科护理门诊，就是用护理来牵头

做指导，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建立远程

护理诊疗模式。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护

理的辐射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够享受更便捷、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使

患者足不出户就能够接受多学科团队

的优质医疗照护。

“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爱护、尊

重、理解我们的护士和护理工作，不仅

在‘5·12’，更是在每一天，让广大护士

更加专心、舒心、安心地为群众健康服

务。”宋树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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