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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
人道领域作为党委政府联系
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助手
作用，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精准扶贫”工作
的要求，省红十字会、省教育
学会联合开展 2019 年“爱心
圆梦大学， 资助贫困大学
生—红十字在行动”活动。

10 月 22 日上午，“爱心
圆梦大学，资助贫困大学生—
红十字在行动”启动仪式在长
春召开。 仪式上，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牛继东、省教育学会
会长王青逯向四所高校发放
贫困大学生助学金。

据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于立敏介绍，爱心圆梦

大学，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
红十字在行动”是由省红十字
会于 2017 年发起的公益救助
活动， 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
头。2017年首次开展后获得社
会广泛好评和称赞，2018 年开
始与省教育学会联合开展，今
年在省教育学会的建议及沟
通协调下，活动资助对象重点

是：2019年度考入长春师范大
学、吉林师范大学、通化师范学
院、白城师范学院大学本科生、
专科生公费定向培养计划学
生、城乡贫困家庭学生。 3年间
共资助约 350 名应届新入学
贫困大学生，省红十字会共支
付助学金额约 100万元。

/记者 王海涛 报道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长春市育林外语培训学校拟办

理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 45日内
持证明材料到到本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 处理有关事务。 逾期不办理
的，按相关法规处理。

联系人： 孙亚范 联系电话：
0431-89172788

联系地址：长春市锦江二区二
栋 601

特此公告。

长春市育林外语培训学校
2019年 10月 19日

医养结合给全省老人送福祉
健康才能长寿，老有所医，病有所治，是老人们最大的期盼，也是吉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在奋力推进的重点

民生工程，小病进社区，甚至在养老机构就能够得到诊治，有的在家里就能得到医护人员的上门服务；大病进了医院，
有绿色通道，挂号、就诊、取药、住院一切优先；慢病有健康指导和中医保健服务，在全省各地的农村，设有养老服务大
院 4070 个，在吉林养老，医疗有保障，健康有依靠，也正是吉林人民的美好福祉。

我省建医养服务功能养老机构 1370 家
据统计，截至去年末,我

省总人口 2704.06 万人，60
周岁以上及 65 周岁以上，分
别 占 总 人 口 的 19.57% 、
12.72%。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
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近年
来，我省在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
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下
发后， 便将医养结合工作列
入省政府重点工作谋划布
局，扎实稳步推进。

目前， 全省具有医养服
务功能的养老机构 1370 家，
81.7%以上的养老机构能够
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
供医疗服务； 医养结合机构
82 个；全省 769 个养老机构
通过与 596 个医疗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或签订合作协议为

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截至目前， 我省的医疗

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和政策法
规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医养
结合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建
成了一批兼具医疗卫生资质
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养结合
机构，大多数养老机构，都能
够以不同的形式为入住的老
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为
构建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多层次医疗养老服务体
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省卫建委牵头， 民政
厅等部门配合共同做好医养
结合工作。 加强保障，探索实
施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
即长期护理保险， 纳入定点
医保的医养结合机构数 44
家； 纳入医保定点机构的养

爱心圆梦大学 资助贫困大学生
省红十字会三年支付百万助学金

做好居家养老医疗服务 方便老年人就医
鼓励有条件的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开设老年病科， 增加老年病
床数量， 做好老年慢病防治和康
复护理。 支持老年病医院、康复医
院、护理院、综合医院老年病科等
机构建设。 支持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增设康复、护理和安宁床位。
我省还鼓励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发展老年医疗护理服
务特色科室， 鼓励有条件的企事
业单位职工医院、 门诊部向以老
年康复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转型，方便老年人就医。

我省扎实做好居家养老医疗
服务，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医务人员与居家老人建立签约服

务关系， 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
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

为了发挥中医药特色养老服
务，我省在10个县级中医院开展了
中医康复科建设，将“治未病”理念
融入养老全过程， 加快县级中医医
院中医药特色老年健康中心建设。

我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实
老年医疗服务优待政策，对老年人
看病就医实行优先照顾，开通绿色
通道，在挂号、就诊、收费、取药、住
院等窗口设置“老年人优先”标志。

近 5年来， 我省在城市社区
普遍建立日间照料中心， 配齐配
强工作人员， 合力为老年人提供
文体娱乐、健康指导、心理慰藉和

助餐等服务； 在全省各地的农村
建成养老服务大院 4070个。其中
长春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实现了
100%对接，定期开展体检、巡诊
服务，已形成经验，吉林省将在更
多地市县推广这一模式。

2016年，长春市、梅河口市、
公主岭市被确定为国家级医养结
合试点单位，长春市、通化市被确
定为省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2017年，吉林省医养结合工作在
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机
构养老模式和居家养老模式，同
步进行，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
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的能力逐步提升，目前，我省有22
个医疗机构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
上门提供医疗护理服务。而且，98%
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了为老年人
提供挂号就医便利服务的绿色通
道。 全省有140家二级及以上医院
开设了老年医学科，832家医疗机
构开设了康复医学科。 吉林省已探
索构建了机构养老服务医养协作、
养内设医和医内设养三种模式，实
现了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共
享，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完善医疗
和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功能。

今年6月，《吉林省健康老龄
化规划（2018-2022》年）正式发

布。《规划》提出，要建设老年人社
会参与支持环境，从与老年健康息
息相关的各方面入手， 优化“住、
行、医、养”等环境，营造安全、便
利、舒适、无障碍的老年宜居环境
体系。 推进老年人住宅、公共设施
适老化改造，支持适老住宅、公共
设施无障碍建设。弘扬敬老、养老、
助老的社会风尚，强化家庭养老功
能， 完善家庭养老政策支持体系。
普遍实施老年人乘车优待政策，
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
公共汽（电）车、轻轨、地铁客车等
公共交通工具。收费公园、园林、景
区、 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对
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收门票，未

满65周岁老年人享受门票价格优
惠。 所有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应设
置老弱病残专座，保障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享有安全、 舒适的乘坐环
境。 新增、更新的公交车辆应采用
低地板式公交车，方便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无障碍乘降。通过《规划》实
施，到2022年，全省老年人健康水
平将持续得到提升，平均预期寿命
预计可达79岁。

老了不可怕，健康有人管，医
养结合作保障。 生活在吉林这块
和谐的沃土， 能够让老人老有所
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带给百姓
的不仅是安心、健康、长寿，更是满
满的幸福指数。

金秋十月，有着“天下第一
粮仓” 之称的吉林省榆树市进
入秋收季节。 在土桥镇皮信村
小乡屯，80 岁的杨春山饭后在
村里遛弯， 大儿子杨德贵这几
天准备去上海继续打工， 而孙
子杨亮正在地里忙着收苞米。

“我们要志气，不吃返销粮”
“老牛破车疙瘩套、 两头毛

驴没草料，花钱靠贷款，吃粮靠
返销”，是 20 世纪 60 年代小乡
屯的真实写照。“七沟八梁一面
坡”的地势，水灾泛滥，那时屯
里粮食亩产只有 65公斤。

回想起当年的贫穷，80 岁
的杨春山依然记得清楚。 他说，
外村人都管我们屯的人叫“五
保户”，那时我们就想，凭啥不

能自己好好干，“我们要志气，
不吃返销粮”。

1962年在全屯唯一女党员
齐殿云的带领下， 全屯人决定
改土造田，大家肩挑手拎，开壕
挖渠，改水造田，发展生产。

短短几年， 小乡屯逐渐山
坡有梯田、荒野变平原，不仅养
活了自己， 还每年为国家贡献
粮食。 聊起现在的生活，身板依
然硬朗的杨春山说，日子好了，
干农活也不那么累， 但奋斗的
劲儿丢不得。

“打工种地两不误，收入增一倍”
2001 年以来，小乡屯开始

向外输出劳务人员。 在北上广
等城市的建筑、餐饮行业，都有
小乡屯村民的身影。 杨春山的

大儿子杨德贵也是其中一员。
国庆前后， 杨德贵回到小

乡屯的家里，与家人短暂团聚。
随着秋收接近尾声， 他也收拾
行囊准备跟着工程队去上海继
续打工。

前些年， 杨德贵春耕和秋
收都要回家干农活， 一年下来
工地和家两头跑。 现在，土地交
给儿子种， 杨德贵得以安心在
外打工， 每年只在春节期间才
回家。 他说， 土地规模化经营
后，农机也越来越齐全，种地特
别省事。

多年来， 杨德贵转战北京
的各大建筑工地， 见证了城市
的发展， 家里也多了一份稳定
的收入。 他说，一年能攒下将近
5万元。

“趁自己身体还行，在外面
多奋斗几年，多攒点钱。 ”杨德
贵说，现在打工种地都不耽误，
收入比以前种地多一倍， 生活
越来越好。

如今的皮信村， 通过土地
流转、发展畜牧业、林果业、劳
务输出等，致富路越走越宽，去
年人均年收入超过 17000元。
“现代农业大有可为”

这几天，杨春山的孙子杨亮
正在地里忙着秋收。自家和流转
的 8垧（公顷）耕地，都由他一个
人耕种。“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
种地轻松多了。 ”杨亮说。

三十出头的杨亮算是屯上
庄稼地里的年轻人。 早些年，杨
亮也曾外出打工，但由于离家远
等原因，后来决定回家种地。

这几年， 杨亮挣了钱便添置农
机，播种机、拖拉机、收割机，陆
续配齐。 在杨亮家的玉米地里，
玉米收割后，收割机直接将秸秆
打碎铺在地表，秸秆像一层棉被
盖在土地上。这不仅能提高土壤
有机质，还能保墒、抗风蚀。

“过去爷爷为了种地挖壕
沟、 修水渠， 靠着一股子干劲
儿。 现在有农机，有灌溉设施，
还有科学种田， 再加上有干劲
儿，收入可比打工强多了。 ”杨
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今年 8
垧地算下来能挣十几万元。

说起下一步打算， 杨亮语气
很坚定，再攒些钱多流转些土地，
扩大种植规模。“将来还想搞绿色
有机种植，自己加工粮食，打品牌，
不断提高种粮收益。 ” /新华社

我省 22 个医疗机构为老年人上门服务

老机构数 132 家； 加大资金投
入， 省民政厅投入 4000 万元，
支持 42 个养老机构内设医疗

机构， 开展医疗服务。 省发改
委、 省财政厅投入 5250 万元，
用于 35 个县级中医院（二级）

中医药特色老年健康中心建
设。 省卫建委投入 700 万元工
作经费用于开展培训、监管等。

“天下第一粮仓”三代人的“农业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