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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有 1.91亿人，占总人口

的 13.5%。同时，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失

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呈现高速增长趋势。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长期护理需求日

益增加，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成为应

对长期护理风险的重要选择。”全国人

大代表、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韩琳说。

基于此，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长期护

理保险相关政策。建议主管部门尽快

总结现有试点经验，探索形成适合我

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发展路径。划

清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护险的保障范

围，根据不同城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因地制宜实行多元筹资运行机制。

第二，加强农村长护险建设，尽快

探索农村长护险制度。建议扩大参保

对象纳入范围，将农村居民纳入长护险

保障范围。加快设立和普及村级护理

中心，完善农村医疗护理资源配置，加

强农村监管力度。

第三，加强养老服务产业建设，重视

医养结合。充分整合医疗和养老资源，推

动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一级、二级

医院转型为护理院、康复医院，鼓励医疗

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运

用市场化机制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激发

市场活力，推动专业照护机构建设，为老年

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养结合服务。

第四，加强长期护理服务从业人员

队伍建设。与职业学校、医院和相关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采取定向培养、订单

招生等多种形式加大人才储备。整合

优化护理人员培训资源，建立技能评价

机制，设立医疗护理、养老护理、医养

照护等职业类型，建立专门的职业晋升

渠道和照护人力资源培养长远机制。

第五，科技赋能，提高长期护理服

务能力。加快推动全国规范统一、互联

互通的“互联网 +”照护服务信息平台，

支持护理服务模式的多种业态发展；开

展健康动态监测及照护服务需求动态

分析，及时捕捉、挖掘失能失智群体的

长期护理需求，实现供需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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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我国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医药卫生依然是两会的热议话题之一。为

了及时传递医药卫生领域全国人大代表和

全国政协委员的声音，使代表、委员所关心

呼吁的问题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思考，促

进医药卫生领域的良性发展，编辑部对部分

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进行了提炼，并以全

健康周期、生物医药、基层医疗和专病管理

为关键词进行整理。

今年两会期间，针对康复机器人

行业发展受限、推进智能康复医疗存

在堵点、医保覆盖智能康复项目偏少

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义汉在《关于加快发展智能康复

医疗的提案》中指出，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

智能康复医疗，是解决当下康复医疗

供需矛盾的关键路径。

为此，陈义汉提出加大对康复机

器人的支持力度、多措并举加快推进

智能康复医疗、扩大与完善医保和保

险支付。

针对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智能康复

医疗，他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在现有社区康复中心的基础

上，围绕“慧养赋能、科技加持”的理念，

建立示范性社区智能康复中心，将人工

智能技术与康养服务深度融合，提高群

众对智能康复医疗的认识程度，使患者

能享受到智能化的康复服务。

二是通过健全审评机制、完善审评

服务、优化审评流程和强化分类管理

等举措，加快康复医疗器械审批。

三是政府牵头整合资源，促进医

院、高校和研发企业紧密合作，共享研

发资源，开展智能康复科学相关临床

应用及卫生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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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对

初婚初育年龄的延迟作用已不可避免，

生育力下降或受损已经不再是少数患者

的问题，而是育龄健康人群面临的共同

困境。

“从生育保障和现有可及的技术应

用角度出发，我们应以适应发展的眼光，

及时、适度、有序放开一些原有辅助生殖

技术服务限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乔杰建议，首先应加强对育龄

人群的生育力评估和对辅助生殖技术的

科学认知。

建议在个人常规体检或生育健康

检查过程中，为未婚及已婚育龄人群

提供可供选择的生育力评估技术服务

项目及相关咨询，让公众对辅助生殖

技术目前成功率和有限性有科学的认

知及合理预期。

其次，有序放开卵子库服务范畴限

制，积极强化建设“生育友好型”保障

体系。

第一阶段，指定具有开展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资质的医疗机构建设“自用型”

卵子库，适度有序放开未婚育龄女性自

卵冻存限制，同时严格规定保存使用期

限。目前我国在冻卵技术领域已实现了

产品国产化并拥有领先国际的新技术，

在运行管理机制方面，可参考我国现有

精子库成熟的运行管理模式。

第二阶段，国家主管部门依托具有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医疗机构

建设“捐赠型”卵子库，适度有序放开育

龄女性赠卵限制。目前，我国设有 29家

精子库，“无精”不孕夫妇可通过精子库

供精顺利获得后代，但受卵巢早衰困扰

导致的“无卵”不孕夫妇的临床需求却远

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亟待建设“捐赠型”

卵子库帮助不孕患者健康生育。

最后，着力强化生育力保存保障政

策法规监管制度。建议由政府主导，成

立国家级的针对卵子等生物资源库的监

管委员会 /工作组，指定专门机构或部

门，定期制定技术质控标准，开展资质审

批并提请制定法规等，加强对卵子等人

类遗传生物资源储存、转运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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