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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照护纳入医保

居家照护需要的3大“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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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炎炎夏日里，对失能老人的照顾需要更
加仔细。今天，全市首个为失能老人家庭提供
技术辅导的公益培训班在静安寺街道开班。
老年问题专家提出，在护理技术辅导之外，高
龄失能老人居家照护如何有序纳入医保，是
众人最关注的问题。

入医保需求迫切
目前，本市!"岁以上老年人口逾#!$万，

占户籍人口的%&'$!；()岁以上高龄老人为!$

万，占户籍人口的*+$!，即使现有的近,,万
张养老机构床位全部提供给高龄老人，仍有
约(&!的高龄老人必须留在家中养老。同时，
沪上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约占沪籍老年人口的
!'$-，约.&万人，老年护理问题尤为突出。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年关于
我国特大型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调研
报告”表明：解决老年护理需求，已是应对老
龄化挑战的重要一环。
“0/个家庭将接受我们的公益培训，事

先对这些家庭的调查显示，居家照护如何纳
入医保，是大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市老年
学学会秘书长孙鹏镖说。

.年前，本市出现第一个专门提供居家
康复照护服务的民营专业机构“福寿康”。迄
今，“福寿康”负责人张军依然认为，价格，还
是关键问题———如果收费低了，公司就难以

为继；如果收费高了，老人们承受不起。不少
基本护理项目，如果老人住院，就可以享受医
保，但如果在家里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目前
还不能由医保支付。事实上，只有让居家护理
的一些基本项目也能享受医保，才能让更多
老人“付得起”。

6街镇今年试点
今年初，市政府办公厅对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本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复函显示，./,/年本市启动“探
索老年护理保障制度综合课题研究”，./,&
年后本市将初步建立“老年护理保障制度”，
为老年人提供适宜的机构和居家照护服务。

今年，本市“老年护理保障计划”在 !个
街镇试点，试点街镇包括：杨浦区控江街道、
五角场镇，闵行区莘庄镇、江川街道，浦东新
区潍坊街道、塘桥街道。试点前，要对老年护
理需求评估、费用结算提出具体措施；明确达
到 (/岁以上，居住在家或在养老机构，经过
评估因为疾病、生理功能衰退而达到轻度、中
度、重度护理需求等级或患有慢性疾病的独
居老人，给予老年护理费用专项补贴。
“在试点之后，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照护纳

入医保如何在全市范围内逐步推广，政府还
需要拿出更具体的时间表。”孙鹏镖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全市首个为失能老人家庭提供技术支持的公益培训班今开班
失能老人居家照护亟需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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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门前来避暑

! ! ! !“还好居委会发现及时，否则我阿姨的命
可就保不住了！”昨天，本报 1!..((热线接到
读者王女士的来电，反映她的年已 (*岁的阿
姨陈阿婆是一位独居老人，因重症中暑晕倒
在家中。幸运的是，当地宝兴居委会的干部发
现及时，老人才死里逃生。
事实上盛夏以来，本报已陆续接报至少

三起独居老人在家中身亡却无人知的悲剧。炎
炎夏日里独居老人的安全究竟该如何保证？

万幸
晕倒老人基本恢复健康
陈阿婆今年 (*岁，&年前老伴过世后，

她便独自一人居住在宁海东路的老式里弄
内。自从几个月前社区里一家饭店推出“为老
就餐”服务后，每天都会有社区志愿者将午
餐、晚餐送到陈阿婆家中。

$月 0/日 ,/时 0/分，志愿者准时到陈
阿婆家送餐，可敲门半天却迟迟无人来应，志
愿者第一时间向宝兴居委会反映了情况。考
虑到老人可能出门看病配药，居委会干部们
决定再等等，同时每 ,/分钟就打一通电话以
确认老人是否回家。
一个小时过去了，老人依旧没有音讯。这

时，志愿者回忆起前一天送晚餐时老人就说
身体不舒服，没胃口的情况。“难道出了意
外？”居委会何书记的神经一下紧绷起来，她
立刻打电话给陈阿婆的外甥女王女士。闻讯
赶来的王女士打开房门，看见老人已不省人
事地晕倒在地上，嘴边还残留着呕吐物，她赶
忙叫来救护车将陈阿婆送往医院。经医生诊
断，陈阿婆系重症中暑，幸好发现及时，否则会
有生命危险。经过几天调养，昨天陈阿婆的身
体已基本恢复健康。

悲剧
四天三老人死亡无人知
然而，并不是每位独居老人都如陈阿婆这

般幸运。(月 *日，本报就曾报道政通路一名独
居老太在家中身亡，数天后才被发现。昨天，本报
1!..((热线又连续接到读者来电，反映两起
独居老人在家身亡的不幸事件，不禁令人扼腕。

前天上午，金坛路 0&弄内一位 $/岁的
独居老伯，被人发现死在家里浴缸中。邻居告
诉记者，这位老伯独自住在二楼一户单元内，
昨天早上送奶工发现，老伯已经连续两天没
有拿牛奶了，便上楼一探究竟。刚走到门口，
就闻到了屋内的异味，送奶工马上通知了居
委会。民警来到现场后确认，老伯死于心肌梗
塞，已有一段时间。
邻居告诉记者，这位老伯从未结婚，没有

子女，一直独身一人。金坛居委会干部告诉记
者，老伯和邻里间鲜有来往，“因为他是独居
老人，我们平时也会上门了解他的情况，但他
一直不太愿意和我们交流。”
无独有偶，昨天上午，在普陀区新村路

0*1弄，一位 (*岁的老伯被邻居发现死在家
中，尸体已高度腐烂，爬满了蛆虫。邻居们说，
这位老伯有两个女儿在国外，还有一个女儿虽
在上海生活，但并不和老人同居一处。前一天，
家属和居委会干部都曾打电话到老人家中但无
人接听，他们都以为老人外出或正在休息，没有
引起重视，谁也没想到此时的老伯早已去世。

反思
多个电话可能少个遗憾
“今年夏天特别热，老年人独自在家很容

易发生中暑的意外，陈阿婆晕倒那天就恰逢
01"高温天。”宝兴居委会何书记说。陈阿婆
的家住在一幢老房子的顶楼，和许多老人一
样，她平时舍不得开空调、开电扇，有时甚至
门窗紧闭呆在家中。之前本报就曾报道过，今
夏已有 ,/余人死于非职业性中暑，其中大部
分是中老年人。为此，宝兴居委会的干部们每
天一早或是直接上门，或是通过电话一一确
认独居老人们的安全，并提醒他们一定要注
意防暑降温。一旦有老人较长时间联系不上，
会立即通知家属。
“社会各界和亲人们真的应该多关心独居

老人。”读者王女士说，她之所以想要感谢宝兴
居委会的干部们，就是希望提醒更多的人关注
独居老人的安全问题。或许多打一个电话，多
一次上门问候，就可能少一个悲剧的发生。
本报记者 曹文清 郑裕利 实习生 许捷

盛夏天里一独居老人在家中暑晕倒

居委会及时发现避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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