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督函〔2024〕163 号

答复类别：B 类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0242035 号
提案的答复

庄燕华委员：

《关于加强社区家庭医护中心和康养产业服务的提案》

（20242035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省卫健委根据职能分工，履职尽责，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统

筹推进我省社区医养服务，不断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

求。

一、规范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省卫健委将老年人健康管理

纳入《福建省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 版）》，与省财政厅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 2023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效果监测工作的通知》，明

确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年度目标，逐级下达任务。要求各地建立

并动态更新 65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底数台账，继续以老年人健

康体检为抓手做实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加强上级医院或医共体

牵头医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做好老年

人健康体检报告分析和结果反馈，加强后续有针对性的健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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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服务。通过广泛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

服务宣传，充分调动社区、家庭、辖区驻地单位的积极性，动员

老年人主动接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截至 2023 年底，全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77.72%，累计为

443.6 万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为 3.2 万名失能老

年人提供健康评估服务，为 3 万名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为

12.6 万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一年 2 次医养结合服务。

二、拓展社区医养服务模式。省卫健委积极夯实居家社区医

养结合服务基础，逐步扩大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项目覆盖

面。截至 2023 年底，全省有 372 家医疗卫生机构为符合收治要

求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由省内 30 家医疗机构组建省安宁

疗护专科联盟，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三级联动模式，安宁疗

护服务和家庭病床相结合已向居家和社区延伸。通过增加签约服

务供给、优化签约服务内涵、健全签约激励和保障机制、调动家

庭医生和居民签约积极性等方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

发展。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常住人口签约率 50.67%，重点人群

签约率 83.38%。

三、提升居家社区医养服务智慧化水平。2022 年 12 月，省

卫健委等十一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方

案》，要求积极提供居家社区医疗服务。扩大提供家庭病床等居

家医疗服务，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推广适宜康复医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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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家庭病床等方式将

机构内康复医疗、护理等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省级机关医院

自主研发互联网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系统，建立智慧家庭病床服

务，实现从建床、查床、护理、健康管理、撤床全流程的智慧家

庭病床服务模式。福州市依托“榕医通”微信公众号和各级医疗

服务机构，在全市范围推广“积分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

人通过线上完成签约即可享受网络问诊、医护上门及健康管理等

服务。漳州市依托慢性病一体化管理平台，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与智能监测设备，提供老年人健康管理、体征监测、慢病复诊

续方等服务。

四、完善医养康一体智慧化网络。2024 年 4 月福建省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福见康养”幸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若

干措施》要求健全完善全省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促进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福建码”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智能硬件等产品在智慧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持续推进互联

网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福州市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平台由市财政投资 1500 万元建设，是集医疗、养老、居家、

社区和机构于一体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系统提供多项健康管理

服务，如健康档案查询、健康咨询、健康检测等，同时提供社交

互动、家庭关爱等，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省卫健委组

织修改完善《福建省“互联网+护理服务”项目目录》，制定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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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

了 48 项“互联网＋护理服务”项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将机构内护理拓展至社区和居家，为

出院患者、康复期、终末期、慢性病、母婴人群或高龄体弱、失

能失智等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专业、便捷的护理服务。同时，积

极协调省医保局新增设立上门服务费项目等“互联网+护理服务”

相关价格政策。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完善老年人日常健康管理服务。密切配合相关部门搭建

省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继续提升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

不断扩大医养结合服务范围，满足老年人健康管理需求。二是便

利老年人日常就医。完善电话、网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

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程，逐步实现网上就医服务与医疗机构

智能终端设备的信息联通，促进线上线下服务结合。鼓励相关机

构通过互联网为老年人提供常见病、慢性病复诊以及随访管理等

服务。三是推动《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方案》落

实。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推广适宜康复医疗技术，支持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家庭病床等方式将康复医疗、

护理等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发挥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在医疗

护理、康复服务、养生保健、慢性病防治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中

医药进家庭、进社区、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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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杨闽红

联 系 人：林 伟

联系电话：0591-87272670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6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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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