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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庭病床，是指患
者符合住院指征，但因本人
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
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
适合在患者家庭或长期居
住场所内设立病床，由医护
人员定期上门提供适宜的
诊疗服务，并在特定病历上
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
卫生服务模式。

家庭病床服务机构可
以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
符合住院指征并经责任医
师评估，适合在家庭或长期
居住场所进行检查、治疗、
护理和康复的患者，提供家
庭病床服务。长期卧床、行
动不便且符合以下情形之
一的患者，即可列为家庭病
床服务对象：脑血管意外瘫
痪需进行康复治疗的；长期
卧床并发呼吸、泌尿、消化
等系统感染或压力性损伤；
需要长期吸氧或者使用无
创呼吸机的严重慢性肺部
疾病（含慢性阻塞性肺病、
反复气胸等）；糖尿病足患
者，糖尿病或其他疾病合并
肢端坏疽；骨折牵引固定且
长期卧床，处于疾病终末期
需支持治疗的；符合住院指
征的 65岁以上合并多种慢
性病需规律治疗、到医院就
诊确有困难的患者。

“除了保健品好买，
衣食住行中经常是有钱
难买称心。”这是很多老
年消费者挑选日常用品
时的共同感受。老年用
品市场不仅供给总量不
足，且存在“以次充好”
的现象，不少老年人面
临消费困境。山东省老
年产业协会会长白玉光
举例说，老年人常用到
的成人纸尿裤，对吸水
层厚度、吸附效果、除臭
等要求与婴幼儿纸尿裤
差别明显，但一些产品
简单照搬婴幼儿纸尿
裤，还有企业减少吸水
层厚度，甚至用再生材
料替代无菌材料。

相当一部分商家认
为老年人“好糊弄”，便
在商品销售环节下大功
夫，在产品生产和质量
把控上则不上心。所谓
的老年鞋穿脱并不方
便，老人常用的成人纸
尿裤直接照搬婴幼儿纸
尿裤的执行标准。生活
经验丰富的老年人购买
日用品时只能让渡自己
的部分需求，产品满意
度极低。这说明，在人
口逐步老龄化的当下，
老年用品市场还是一片
等待开拓的蓝海。

与老年用品市场的
冷清相对应的，是保健
品市场的红火。如今，
随意打开老年人常看的
电视和收音机，广告里
的“神医宇宙”想必连年
轻人也不陌生。他们利
用老年人对电视台的朴
素感情，将“黑手”伸向
了老年人的口袋。这其
中有排毒、通便、补肺、
补肝的滋补品，还有被
吹得神乎其神的玉石床
垫、艾灸仪等高出日常
售价数倍的保健仪器。

因此，有业内人士
用“土薄根底浅，草盛豆
苗稀”来形容当前老年

用品市场的发展状况。
这不免让人疑惑，高品
质的“适老化”产品为
何难以占领市场？老
年人怎么就成了不良
商 家 垂 涎 的“ 唐 僧
肉 ”？ 每 个 人 终 将 老
去，社会的“适老化”程
度决定了每个人是否
能有尊严地老去。当
下，老年用品品质不达
标、原创设计保护力度
不足、消费渠道不畅通，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劣
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从社会风气上看，
广大老年群体的需求正
在从“老有所养”到“老
有颐养”过渡。近年来，
涌现出一批以老年人为
主角的网红达人，例如

“摇滚奶奶”“时尚奶奶
团”等。这些老人撕掉

“节衣缩食”的刻板标
签，追求美丽，追求自我
实现，用蓬勃的精神面
貌体现了对生活的热
忱，也反映了老年人对
生活品质的追求。

对于老年人旺盛的
消费需求，社会各界当
将适老理念化作行为自
觉，融入银发经济发展
的方方面面。企业应升
级设计理念，拓宽销售
渠道，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也能买到真正需要的
产品。相关部门也应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
企业创新积极性，同时
对涉老产品和服务建立
执行标准，把好产品质
量关，给老年人不“将
就”、能“讲究”的底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评论员 杨晗

“居家住院”郑州开始首批试点
156家试点单位参加业务培训 患者可就近向医疗机构申请

10月23日是九
九重阳节，上午，郑州
市家庭病床服务工作
第一批试点单位培训
会在郑州市九院召
开。这标志着作为全
省首批省级试点城
市，备受关注的试点
单位家庭病床服务正
式启动。郑州市卫生
健康委、郑州市医保
局、全市医共体牵头
单位、全市医疗集团
牵头单位相关负责
人，以及全市家庭病
床服务工作第一批
156家试点单位负责
人参加。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邢进 王红
通讯员 樊星

由于家庭病床服务对象
多为老龄患者，郑州市家庭病
床服务管理指导中心设在郑
州市九院。该中心负责对全
市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试点
单位进行统一的质控、服务管
理及指导。此次家庭病床服
务培训会是受市医改办委托
郑州市九院成立郑州市家庭
病床服务管理指导中心后，为
保障全市家庭病床工作顺利
开展特别举办的，培训会还就
下一步高质量推进家庭病床
服务工作重点任务进行了安
排部署。

据悉，郑州市家庭病床服
务管理指导中心已经制订了《郑
州市家庭病床诊疗指导》（第一
版）。在本次培训会上，郑州市
九院13个病种的撰稿人对该指
导进行了培训和解读。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付登霄表示，全市医疗机构
要充分认清家庭病床服务工
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精心
组织，扎实推进该项工作落地
见效；同时，要加强宣传，多措
并举，全方位提升医疗机构及
群众对家庭病床服务的认知
度、参与度和知名度。

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城市，
郑州市医保局已明确家庭病床
服务项目价格和支付标准。具
体来说，“家庭病床建床费”为
每次90元，医保支付按照“甲
类”项目执行；家庭病房“上门
服务费”市、县（区）、基层均为
50元/次·人，医保支付按照
“乙类”项目执行，计价单位
“次·人”中的“人”是指每名上
门服务的专业服务人员。“家
庭病床建床费”建床周期限收
取1次，并且不能与“上门服务
费”同时收取。而家庭病房
“上门服务费”同一天收费不
超过3个计价单位。同一患者
一次建床周期不超过90天，确

需重新建床的，需重新办理申
请手续，建床次数在同一个结
算年度内原则上累计不超过3
次，建床天数原则上累计不超
过180天。上门服务费支付每
周不超过两次，同一天对同一
建床对象多次进行会诊的，会
诊费按一次收取。

需要提醒的是，医疗机构
为非家庭病床建床患者提供
上门服务的，上门服务费由医
疗机构综合考虑服务半径、人
力成本、交通成本、供求关系
等因素自主确定。

据了解，如果患者需要设
立家庭病床，可以向就近医疗
机构申请。

“建床费”每次90元，“上门服务费”50元/次·人

设立郑州市家庭病床服务管理指导中心

特定患者可申请
家庭病床服务
实现居家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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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讲究”日用品“将就”
老年人消费困境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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