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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陈晋）
9 月 27 日上午，中国共产
党福州市第十二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
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市纪

委领导班子，陈云水当选
为中共福州市第十二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肖敦
颖、叶谊、林裕煌当选为市
纪委副书记。

海都讯（记者 陈晋）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9月
27日上午举行。全会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林宝金、吴

贤德、林建、陆菁、郭学斌、阮
孝应、陈云水、周强国、林中
麟、张定锋、叶仁佑为市委常
委；选举林宝金为市委书记，
吴贤德、林建为市委副书记。

福州选出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

林宝金当选福州市委书记
陈云水当选

福州市纪委书记

海都讯（记者 陈晋）
9月27日，记者从省商务厅
获悉，防疫期间，全省商务
系统启动应急预案，联动发
改委、交通、市场监管等部
门，协同做好莆田、泉州、厦
门、漳州等地生活必需品市

场保障供应。全省主要副
食品（猪肉、蛋、蔬菜、奶制
品等）日均供应量超过 2万
吨。

省商务厅相关人士表
示，双节之际，全省商务系
统在认真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有序组织投放节日需
求量大的传统食品、主要副
食品，确保品种多、数量足、
价格稳。为切实满足疫情
期间居家百姓需求，全省商
务系统继续推广生鲜电商、
门店到家等无接触交易服

务。各地鼓励传统餐饮企
业与互联网订餐平台加强
合作，用好“宅急配”“莆田
餐巴”等模式，开展“防疫少
出门、宅家学闽菜”活动，常
态化运营“云餐厅”，为居家
百姓提供服务。

我省主要副食品
日均供应量超2万吨

推进 打造幸福

N海都记者 李琪

日前，福建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医养结合发展若干措施的
通知》，为加快推进我省医
养结合发展，更好满足老
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推出了 9 个方面 28 项措
施，包括将部分有一定规
模、床位利用率不高的二
级医院转型改建为康复医
疗机构和护理院、护理中
心，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专
业化、规模化的医养结合
服务机构等。

《通知》还公布了医养
结合重点工程任务和重点
项目。重点工程任务包括
支持福建省立医院、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创
建国家级老年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等。重点项目
共 12 个，总投资 72.04 亿
元，储备项目共 14个，项目
总投资 114.54 亿元。其中

包括将于 2024 年底完工，
规划约 1100个养老床位单
元的福州泰康之家·福园；
将于 2022 年底完工，设计
养老床位 463 张的福州市
奥体颐养中心；总床位1600
张、总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
米的福州市医养中心等。

此外，福州将作为长期
护理险和家庭养老床位两
项医养结合工作的试点地

区先行先试。长期护理险
试点工作将重点解决重度
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问
题，长护险试点工作已于
2020 年 底 启 动 ，计 划 于
2023 年基本建立。家庭养
老床位试点旨在将专业化
养老服务延伸到老年人家
中，试点工作已于 2021年 8
月启动，计划 2023 年总结
推广。

要强化医疗机构和养老
服务机构的协作，督促医疗机
构与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开展
签约合作，医疗机构安排具有
执业资质的医务人员，开展定
期巡诊，为签约养老服务机构
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同时通过地方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加大购买医疗机构签
约服务的支持力度，减轻养老
服务机构运行压力。

支持设立医养结合机
构。入住100人以上的养老
服务机构，条件成熟的逐步
设置医务室、护理站、护理院、
安宁疗护中心等。支持养老
服务机构引入医疗机构设立
分支机构，或委托签约医疗
机构管理运营内设医疗机
构，将部分养老床位转化为
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以

强化医养结合。而二级以下
医疗机构，则可以充分利用
空置床位，提供医养结合服
务。公立医疗机构举办非营
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增加

“养老服务”内容，所需建设运
营投入由同级财政根据实际
情况予以一定支持。

同时，加大医保支持力
度。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
构内设医疗机构以及康复医
院、安宁疗护中心、护理院，
按规定纳入医疗保障定点范
围。老年人常见特殊病种的
支付政策，社会办医养结合
机构中的定点医疗机构可参
照同类型公立医疗机构标准
执行。推进长期护理保险扩
大试点范围，符合条件的失
能老年人长期护理费用由长
期护理保险按规定支付。

我省推出28项措施促进医养结合，满足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包括将部分二级医院改建为康复医疗机构等

提升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

为优化医养结合服务
资源的布局，《通知》指出要
统筹考虑医养结合发展，新
建养老服务设施和医疗卫
生设施应优先考虑同址或
邻近设置；已建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与基层医疗机构等
未同址或邻近建设的，当地
政府应积极协调，通过搬
迁、置换等方式实现同址或
邻近设置。

同时，推动实施“城医
联动”项目和普惠养老城企
联动专项行动，将部分有一
定规模、床位利用率不高的
二级医院转型改建为康复
医疗机构和护理院、护理中
心，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专业
化、规模化的医养结合服务
机构，为失能失智老年人、
临终关怀患者等提供普惠
性医疗康复、医疗护理和长

期照护服务。
另一方面，要提升居家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
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健康
管理服务。家庭医生团队应
按照老年人自愿选择的签约
服务包，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基本医疗等基础性签约服务
及个性化服务，签约服务费
由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医保基金和
签约居民个
人缴费共同
支 付 落
实。同时
开展家庭
病床试点
和家庭养
老床位建
设 和 服
务试点。

将建设12个医养结合重点项目

强化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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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高的二级医院转型改建为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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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 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