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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
人口 29697 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 21.1%，同比增长 6.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1676 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 15.4%，同比增
长 3.3%；我省是人口大省，也
是老年人口大省，2022 年末，
我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862
万 人 ，占 18.86% ，同 比 增 长
4.4%。郑州作为省会城市，与
全国、全省一样也面临老龄化
的问题，2022年末，60岁及以上
人口为 169.8 万人，占 18.86%，
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养老问
题迫在眉睫。

我提几点建议：一、切实解
决老年人的饮食需求。随着年
龄增长，体力日渐衰弱，买菜做
饭逐渐力不从心，特别是一些
空巢、独居、高龄、失能老人，
膳食营养更是难以自我保障。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一是按照

“财政补贴、社会承建、第三方
机构运营”的方式，推动实施

“中央厨房”建设，分区域实行
订单管理，既可以将餐品配送
至个人，也可以将半成品配送
至社区食堂，既保证食品安全
营养又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二是加大社区食堂建设，将社
区食堂建设纳入新建住宅小区
规划和老旧小区改造内容，鼓
励有条件的社区利用现有资源
改建社区食堂，加大财政补贴
力度，解决老人买菜做饭耗时
费力和特殊老人群体做饭难的
问题。三是强化公益属性，借
鉴“爱心粥屋”模式，鼓励爱心
人士出资建设运营一批爱心早
餐店，为社区低收入、特困老人
奉献一片爱心。

二、积极做好老年人的医
疗 保 障 。 老 年 人 属 多 发 病 群
体，且大多行动不便，在社区能
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既方
便了老人，也可缓解医院的就
医扎堆问题。建议围绕“小病
不出社区”这一目标，加大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一是
依托辖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推进社区门诊或就诊点
布点建设，实行老年病预防治
疗专家轮班坐诊，优化老年人
医保诊疗程序，提高老年人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
复等服务。二是依托智慧养老
平台等大数据手段，由社区牵
头建立完善老年人健康管理档
案，及时分析、预警老年个体健
康状况，对各种疾病做到早发
现、早预防、早治疗。三是鼓励

医疗机构投入养老服务业，引
导医疗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
区和家庭，鼓励社会资本新建
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提高健
康养老的质量。

三、健全完善老年人的康
养机制。我们 要 在 有 效 解 决
老人饮食、医疗的同时，更加
注 重 老 人 的 康 养 问 题 。 一 是
大力推进运营服务提质，加大
对 普 惠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支 持 力
度，创新财政投入形式，完善
补贴发放方式，拉动需求侧发
力，借鉴推广“以大带小”、连
锁运营等模式，全面提高设施
运营率，促进健康运营。二是
广泛促进服务设施延伸，落实
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政策，对新
增街道、社区和新建小区同步
配建养老设施，整合社区有效
资源，进一步提升日间照料中
心 等 多 样 化 社 区 与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 三 是 持 续 拓 展 多 元 融
资渠道，加大项目储备，深化
银 企 对 接 ，统 筹 使 用 财 政 资
金、普惠养老再贷款等，发挥
政 府 平 台 优 势 ，用 好 金 融 工
具，用活市场机制，吸纳社会
资金投入，形成投资合力。四
是 推 动“ 养 老 + 行 业 ”发 展 模
式，鼓励物业、家政、医疗、文
旅、体育、地产等行业融合发
展养老产业，丰富养老业态，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需
求 。 五 是 积 极 支 持 人 才 建 设
提 速 。 充 分 依 托 各 级 养 老 服
务人才培养基地、实训基地，
加 大 养 老 服 务 人 员 培 养 培 训
力度，吸纳新增劳动力进入养
老服务行业，大力培养一批医
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社
会 工 作 等 专 业 人 才 投 入 到 老
人康养工作中去。

孙朝霞
推动“养老+行业”发展模式服务辖区老人

郑州市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高度重视，2023年5月郑州市人民
政府印发了《郑州市加强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方案》，提出了加强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具体目标：
到 2023年底，全市中小学健康课程
开课率达到 100%，心理高危学生得
到及时发现和干预达到90%以上；到
2024 年底，心理辅导室开设率达到
100%；到2025年底，配备专职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的学校达到100%。

但是，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
与辅导还是两个概念，目前从事心理
相关工作人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
高校心理学专业毕业，二是从业人员
或感兴趣人员考取证书，但从 2017
年 9月开始，人社部不再颁发心理咨
询师职业资格证书，主要由各类机构
颁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郑州市有
各类心理咨询师证书人员上万人，但
真正能较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也
就在百人规模，这需要一个从知到懂
到通到熟练的过程。

目前，郑州市中小学校更多的是
配备心理老师，讲授心理健康课，这
些老师并不具备心理咨询能力。同
时，据了解，郑州市目前央企驻豫科
研院所、嵩山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哈
工大郑州研究院等高校驻豫科研机
构等都普遍缺乏心理辅导室和专业
心理咨询人员。

同时，对于心理健康，普遍存在
讳疾忌医心理，一方面感受到无法便
利获得心理健康服务；另一方面感觉
求助心理辅导后会被身边同学、同事
误解；还有一些需求者对相关费用比

较敏感。
我提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

学校、科研机构心理辅导室建设，从
聚焦于开设心理辅导室到聚焦于有
高水平的心理咨询老师，推进心理
咨询老师更多的接受认证培训、社
会实践，从而让学生和科研人员有
便捷的、高水平的心理咨询渠道。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心理咨询力量作
用，由卫生健康部门、民政部门或
工会等机构牵头，组建公益性的心
理健康咨询辅导团队，深入学校、
科研院所开展心理服务巡回指导与
援助服务。据了解，这些从业人员
也有公益性援助服务意愿，目前还
缺乏相关服务平台。三是建议政府
确定一些社会心理咨询辅导定点，
对一些困难家庭寻求心理咨询服务
予以一定补贴。

2022 年 中 国 新 生 儿 跌 破 千
万，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适龄
幼儿减少，成为“幼儿园关停潮”
原因之一。“幼儿园关停潮”预示
了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
遇，对于幼儿园教师职业生涯的
发展将造成一定的影响，教师转
岗压力大，可能会面临失业威胁，
同时，也为学前教育转型升级提
供了助推力。

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优化资源布
局，实施高起点办园，在园舍建设、装
备配备、保教人员的安排等方面，都
按照高质量幼儿园建设要求来实施，
并减少低层次幼儿园数量。二是改
善空间和环境，对旧有幼儿园也进行
全面或部分空间的修缮和改造，为幼
儿创造舒适、安全的生活和学习环
境。三是加大培训力度，提升教师队

伍专业素养，促使教师们积极更新教
育理念及教育教学方法。

杨俊良
实施高起点办园 减少低层次幼儿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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