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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郑市委员会办公室车辆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新国资交易（2023）38 号

受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办公室委托,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以下国有产
权进行公开处置：

一、标的基本情况

二、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产权公开处置采取网上竞价

方式进行，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价文件获取方式
点击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主

页“产权网上交易大厅”，在对应标的的附
件信息中自行下载竞价文件。

四、报名及竞价有关时间
（一）网上竞买申请及资格审查时间

为 2023 年 9 月 25 日 9 时至 2023 年
10月 12日 16时；

（二）网上自由报价及限时竞价时间
详见竞价文件。

五、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二）竞买申请须提交的具体资料详
见竞价文件。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标的查看联系人：
详见《一、标的基本情况》最后一栏
（工作时间：8：30-12：00、

14：30-18：00）
（二）报名咨询及申请联系人：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杨女士
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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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求，各地要实施网格化
协同服务。以基本医疗、公共卫
生、基本养老服务为基础，拓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合理确定服
务内容和工作目标，实行网格化管
理，明确社区（行政村）分工责任，
探索由乡镇（街道）医养服务中心、
社区医养服务站为主体，组建包括
由家庭医生、康复、护理、养老、家
政等人员组成的健康养老服务团
队，建立健康养老基本服务包和服
务清单，可根据个性化需求制定差
异化服务包，依托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为老年

人提供基本医疗、预约转诊、康复
护理、公共卫生、家庭病床、上门巡
诊，以及生活照料、家政等服务，推
动实现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防康护养助”一体化服务。

要扶持医养服务中心、医养服
务站扩大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
等居家医疗服务范围，对失能老年
人照护者开展照料护理技能培训，
提升社区、家庭长期照护失能老年
人的能力。支持开展社区和家庭
安宁疗护服务，建立机构社区家庭
相衔接的安宁疗护工作机制和转
诊流程。

个性化需求可“定制”服务

医疗机构+医养服务中心+医养服务站+家庭

河南5年将在500个以上社区（乡镇）
推广“全链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如何让城乡老年人能够拥有安心适宜的晚年生活，是一道必须面对
的“必答题”。记者昨日从省卫健委获悉，我省出台新政，自今年起，计划
用5年时间在全省500个以上社区（乡镇）推广应用“全链式”医养结合
养老模式。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红

什么是“全链式”医养结合模
式？简单地说，发挥牵头医疗机构
统筹管理和技术支撑作用，构建由

“医疗机构+医养服务中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街道养
老机构或乡镇敬老院）+医养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或村卫生室+日间
照料中心）+家庭”的“全链式”医养
结合模式，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全
过程、连续性的健康养老服务。

“全链式”医养结合模式以老年

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为导向，通过整
合利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拓
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范围，优化
服务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提升社区
居家健康养老服务能力，构建资源共
享、定位明确、分工协作、系统连续的
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机制，为老
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健康教育、
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
照护、安宁疗护等公平可及、综合连
续的健康养老服务。

如何实现“全链式”医养结合
模式？按照我省《推广“全链式”医
养结合模式实施方案》要求，我省
将加快推进城市街道（社区）和县
域乡镇医养中心建设，通过建立健
康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构建“全
链式”医养结合模式。

我省计划今年起，利用 5年
时间在部分省辖市、医养结合示

范县（市、区）和有条件的城市
区、县（市）推广应用“全链式”医
养结合模式，服务覆盖 500个以
上社区（乡镇），推动构建“县
（市、区）—乡镇（办事处）—村
（社区）”三级联动延伸居家的医
养结合服务体系。城乡社区常
住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
签约率达到 85%。

5年计划覆盖超500个社区（乡镇）

要推广应用“全链式”医养结
合模式，需要建立完善组织管理
体系，构建“全链式”服务网络。
方案明确，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和市场驱动作用，鼓励有条
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或社区养老机构(乡镇敬老
院）利用现有资源，内部改扩建社

区（乡镇）医养结合服务设施，可
采取“两院一体”“医中建养”“养
中办医”等形式，组建社区（乡镇）
医养服务中心；引导城乡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站、
农村幸福院与村卫生室服务衔接、
融合发展，组建社区（行政村）医养
服务站。

多形式构建“全链式”服务网络

信息化社会，搭建便捷的智慧
服务平台将有助于开展“全链式”
养老服务。

方案提出，各地要探索整合现
有医疗卫生、基本公共卫生、家庭
医生签约、慢病管理、远程医疗、养
老服务、家政等信息系统，构建覆
盖区域内医疗机构、社区（乡镇）医
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家庭的一
体化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平
台，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
网+护理服务”“互联网+家政服务”

等模式，通过“互联网+”信息化设
备（智慧信息软件PC端+移动端手
机APP+居家硬件设备）链接，有效
推进居家医养服务，促进优质医疗
健康、生活照料服务资源的共享便
利可及。

此外，要推进同质化全程服务，
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成员单
位要在制度、技术规范、服务流程、
人员培训、质量控制、远程医疗等方
面统一标准，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完
善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机制。

“互联网+”搭建智慧康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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