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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话题热话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
社区和互助式养老。何学彬
介绍，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加入了子女要“常回
家看看”的规定，但截止到
2017年底，全国 60周岁以上
老年人口为 2.4亿，其中空巢
老人占比较大。

“许多空巢老人经济上并
不贫乏，但精神上却极其孤
独，尤其是当父母生病住院

时，更需要子女的贴身照顾
和心理抚慰，并非金钱支持
和保姆护工所能替代的。”何
学彬说。

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信息，
到2017年底，全国已有8个省份
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
家庭老年人护理假制度。何学
彬建议，在取得成功经验后，有
必要在全国范围推广，让更多
的人享受到这一制度红利。

何学彬表示，推广“带薪

陪床假”还应统筹考虑以下问
题：不少私企的资金压力较
大，在“带薪陪床假”面前，会
不会歧视或拒绝录用独生子
女；无论是否为独生子女，均
有照料老年人的义务，不宜忽
略非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需
求。他建议，对执行“带薪陪
床假”制度较好的企业予以奖
励和税收优惠，执行不好的予
以惩戒。
据新华社

老人生病时更希望孩子“回来看看”，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推行子女“带薪陪床假”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文广旅新局文艺创作办公室副主任何学彬建
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子女“带薪陪床假”，满足老龄化社会的“精神刚需”。

代表委员把脉提高心肺复苏普及率

遇到病人咋能敢救会救
建议普及急救技能 推进免责立法

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分钟就有1人
死于心脏性猝死，而在面对心脏骤停患者时，很多人却不敢救、不会
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代表委员认为，
在公众中普及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对于拯救生命至关重要。

为患者争取最佳抢救时间
应尽快提升全民急救能力

据了解，我国成人心肺复苏普
及率不到1％。近年来，各级卫计部
门、医疗机构、红十字会、急救机构
及社会组织等以不同形式普及这项
技术，但由于各种培训质量参差不
齐、缺乏统一规范，一些培训达不到
预期效果。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命的救
护者。”敖虎山建议，应建立心肺复
苏普及培训长效机制，把它作为学
生健康和应急教育的内容之一。同
时还应建立统一规范的培训体系，
提高培训质量。

在霍勇看来，当前急救队伍人
员老化、人员流失等问题不容忽
视。他认为，应建立合理的人员流

动及人才聘用机制，同时加强学科
建设，通过开展业务培训及考核，提
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

“院前急救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环节。”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急
救中心副主任医师班宇侠说，从
现场到医院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的
救治包括很多内容。她结合实际
经验建议，当发现病人不舒服的
时候可以及时拨打 120，在这之前
最好把病人安放在一个安全的平
面上，并把头侧过来，以防病人在
呕吐时呛到或窒息。并且最好能
在家中设计出一条“绿色通道”，
让急救人员可以将病人从家中迅
速运到急救车上。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命的救护者”
普及培训、完善机制两手抓

解决遇到病人“不敢救”难题
普及常识、推进急救
免责立法是关键

面对一些街头突发急病却无人
敢救治、会救治的悲剧，如何从体制
机制上改善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
管疾病救治现状？霍勇建议，应从
推动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完善基层
医院的医疗设备上着力，同时也应
提高病人对自己病情的关注度，普
及急救常识，可以把一些急救知识
编成口诀，让老百姓广泛接受和认
可，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针对很多人在遇到心脏骤停患
者时“不敢救”的问题，敖虎山建议
从国家层面推进急救免责的立法工
作，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和具
体问题解读，让更多的人知晓急救
免责的适用范围和内容，避免因“不
敢救”导致悲剧出现。

“普及心肺复苏技术及推进相关
工作，其内容不仅在于培训技术，同
时也要传播社会责任理念，让更多的
人能自觉学习这项急救技术。”敖虎
山说。据新华社

“大部分人遇到心脏骤停患者，首
选是拨打 120。但救护车到达时，患者
已基本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
敖虎山认为，提高我国心肺复苏普及率
刻不容缓，应尽快提升全民急救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心
血管内科学系主任霍勇告诉记者，心肌
梗死是心血管疾病中的急危重症，患者
一旦发生急性心梗，极有可能在很短的
时间就危及生命。但是，目前我国心肌
梗死的有效救治率仅有 5％。“这是多
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病人得不到及时
救治是主要原因之一。”

敖虎山说，心肺复苏是一项由麻醉医
生发明的重要急救技术。心脏骤停患者
如得不到抢救复苏，4~6分钟后会造成脑
和其他人体重要器官组织的不可逆损
害。若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复苏措施，患
者有可能被挽回生命并得到康复。

“80％的心脏骤停发生在医院以外，
第一目击者是身边亲人、朋友、同事或陌生
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正确实施心肺
复苏，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敖虎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