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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阿姨，我来给您做护理啦！”11 月的一

天，养老护理员敬栓敏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

古城街道的张秀荣家里。看到敬栓敏如约而

至，93 岁的张秀荣面露喜色，赶紧让女儿郝

淑媛帮助自己从床上坐起来。“不着急，慢慢

来。”敬栓敏小步上前，小心翼翼地搀扶张秀

荣坐到床边的座椅上，麻利地为张秀荣测体

温、洗脸洗脚、做肢体功能康复训练等个性化

护理。

张秀荣是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加上

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病缠身，年岁已高，行动

不便，经常卧床不起。郝淑媛告诉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两年前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骨

折了，很长一段时间变得沉默寡言，看着母亲

状态每况愈下，内心十分焦急，但敬栓敏的到

来，打破了这一局面。“小敬来后，老太太变得

活跃了，爱说爱唱，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可

开心了，痴呆症状也减轻了。”

敬栓敏是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长期护理保

险（以下简称“长护险”）护理员。长护险被称

为继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这五类社会

保险之外的“第六险”，是指因年老、疾病、伤

残等原因导致失能，为长期失能人员基本生

活照料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

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2016 年 6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开展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

广州、青岛等 15个首批试点城市相继开展长

护险试点工作。

2018 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启动初期小范

围长护险试点。2020年 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

财政部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指导意见》，长护险试点扩至 49个城市，

新增的试点包括天津、福州、北京市石景山区

等地，石景山区成为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政

策性长护险制度试点区。

“参保对象上，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

（不含学生、儿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参保范

围；保障范围上，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石

景山区医疗保障局局长李凤芹向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介绍说，目前通过居家护理、养老机

构护理及养老机构上门护理 3 种方式，石景

山区累计已为 4387 名重度失能人员提供了

护理服务保障。

张秀荣就是其中的一员，2021 年，张秀

荣通过申请，至今已享受长护险待遇两年。参

保费用每年 180元（单位或政府补贴 90元），

可享受每月 12个小时上门护理服务，可选择

生活照料、治疗性照护、风险防范、功能性维

护四类共 32 项服务。此外，每月可获家属护

理服务补贴 1044元，总体待遇保障水平每月

近 3000元。

据李凤芹介绍，截至今年 10 月，石景山

区参加长护险人数 42.8万人，定点服务机构

78个，上门护理人员 500余人。2021年至 2022
年，石景山区长护险基金总收入约为 1.5 亿

元，支出 1.2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

上门护理和现金补贴为失
能老人家庭减负

敬栓敏对母亲的贴心护理，郝淑媛全看

在眼里，朝夕相处间，敬栓敏早已“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一次，母亲因为上火排便不畅，敬

栓敏戴上手套用开塞露直接“上手”，并从里

到外为老人清洗、更换衣物。敬栓敏不怕脏不

怕苦，对母亲的细心呵护令郝淑媛感动不已，

“我们做子女的都做不到这些，太感谢了！”

第一次见到张秀荣，敬栓敏还记得，热情地

和这位老人打招呼、聊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样的僵局维持了好几个月。看到这位患阿尔茨

海默病的老人郁郁寡欢，敬栓敏虽然揪心，但不灰

心。每周上门护理时，她都仔细耐心地照护老人，

帮助其恢复身体机能，时不时还放歌给老人听。

一次，为老人擦拭身体后，老人突然说了声

“谢谢你”，这让敬栓敏十分惊喜。往后的日子

里，两人互动越加频繁，老人愿意说出自己的需

求，敬栓敏也更清楚如何更好地照顾老人。有时

敬栓敏还会教老人唱京剧，时间久了，老人还能

完整地唱出一段。这令她十分欣慰：“看到阿姨

状态越来越好，可高兴了，就像亲妈一样，时间

久了也有感情了。”

洗浴、喂饭、康复锻炼……敬栓敏的动作熟

练、敏捷，经过两年的精心护理，张秀荣的健康

水平有了不小提升。看到母亲的气色越来越好，

郝淑媛也逐渐放心。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敬栓敏每次上门除了照护母亲外，还会教自

己不少基础的护理知识。“我父母去世早，面对

这些老人，就像面对我的父母。”从事长护险护

理员工作 3年的敬栓敏，希望用服务和照护，帮

助更多失能老人。

“这个惠民政策特别好，是老人的福音，老

人用的纸尿裤开销挺大，长护险每月的 1044元
补贴能大大缓解经济负担，护理人员的照顾也

特别到位。”郝淑媛说，她体会到长护险给生活

带来的直观变化：照护压力缓解了，经济负担减

轻了，母亲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如今，若得知

亲朋好友的家中有失能人员时，郝淑媛便会热

心联系对方家属，分享长护险的申请方法，希望

帮助其改善“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

9 个长护险经办窗口方便群
众“就近办”

64岁的王先生，也是石景山区长护险试点

的受益者。31岁时，一场意外导致他高位截瘫、

大小便失禁，身上挂着尿袋，出行完全依靠轮

椅，需要 24 小时看护。给王先生擦洗、翻身、拍

背、更换尿袋……33 年来，老伴刘女士不离不

弃，日复一日地细心照顾。

“什么是长护险？能帮助到我老伴吗？”一

次，刘女士从社区居委会了解到了长护险，得知

如果老伴通过失能评定，就能享受护理服务和

经济补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在家门口附近

的政务服务大厅，找到长护险经办服务窗口。

听完窗口的工作人员详细介绍长护险的申

请条件及流程后，刘女士认真填写了申请材

料。令她高兴的是，没过多久，失能评定工作

人员就上门评定，老伴通过失能评定成为长护

险保障对象，护理机构为王先生制定了个性化

照护服务。

如今，石景山区 9 个街道政务服务大厅设

置了长护险经办服务窗口，方便社区群众就近

办理，打通长护险业务办理“最后一公里”，让失

能人员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及时回应。

“忙碌了几十年，我终于可以歇会儿，喘口

气了。”近几年，每周长护险护理员都会上门为老

伴护理，刘女士十分感激。以前体弱的老伴一感

冒发烧就得去医院，医疗费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

上加霜。如今，长护险不仅缓解了刘女士的劳累，

让老伴得到上门的专门照护，每月的 1044元补

贴也让老两口感到肩上的经济担子轻了很多。

“这么多人关心我，心里特敞亮，挺知足的，

原来老闷闷不乐，现在挺高兴的。”王先生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长护险就像搭建了一座他

与外界接触的桥梁，他希望在未来，长护险能在

北京全市、全国推广，帮助更多失能人员。

创新发展长护险 温暖更多失
能人员家庭

“石景山区长护险试点以来，指导各机构定

期组织护理人员以及重度失能人员家属开展业

务知识学习、照护技能培训及考核超 500场，培

训人员数量超 7000人。”李凤芹说，石景山区医

保局签约两家商业保险经办机构，发挥优势高

效推进长护险待遇享受稽核、护理人员培训、护

理服务监管、档案电子管理，通过日常指导、半

年督查、全年考核等方式全流程督导检查。

“如果你居住在试点社区附近，愿为老人提

供护理服务，就可参加专业培训，考核通过后，

就可以为老人提供服务。”李凤芹介绍，石景山

区医保局创新“邻里互助”护理服务新模式，鼓

励试点区域内邻里之间为重度失能老人提供长

护险服务，提升居家和社区服务可及性。目前已

有 4 位辖区居民经专业培训后，为邻里重度失

能人员提供上门护理服务。

“石景山区长护险试点以来，进展顺利的同

时，仍存在不足，比如试点区域局限性较强、监管

困难、政策宣传力度有待提升等。”李凤芹说，下一

步，石景山区医保局将探索建立护理服务特色培

训基地，推动人才培育；探索引入家庭医生团队参

与失能评估及提供医疗护理，提高评估结果准确

性，提升护理服务安全性；建立完善长护险基金监

管体系，最大限度发挥长护险基金使用效率等。

探访北京市石景山区长护险试点

给失能者温暖守护

□ 陆 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每周 2-3次，一连 5年风雨无阻，家住江

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徐素萍家里会迎来两位

护工。

徐素萍的父亲许利民今年 75岁，作为长

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参保人，老人

从 2018年 8月份开始享受居家照护服务，每周

特定的时间段都会有护工上门为他服务。

因罹患脑梗，许利民只能终年躺在病床

上。5 年来，只要一见到两位护工熟悉的面

孔，他准会使出全身的力气想要坐起来，并伴

随着喉咙里发出的“哼哼”声。

徐素萍明白，这是老父亲高兴的表现，

“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但他都听得懂！”

南通是著名的“长寿之乡”。早在 1982
年，南通就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南通 65周岁以上老年

人口 175.13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22.67%。

2015 年 9 月，南通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

基本照护保险制度。2016年 6月，南通被列入

国家首批 15个“长护险”试点城市之一。2020
年 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扩

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南通

作为原有试点在列。

经过近 8 年探索，南通长护险制度逐步

成熟，形成“一制六化”（城乡一体化、筹资多

元化、经办社会化、标准统一化、保障普惠化、

服务精细化）和“五位一体”（机构照护、居家

服务、服务补助、辅具支持、预防管控）相结合

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探索养老密码的“南

通道路”。

长护险居家服务解决失能
人员“急难愁盼”

按照居家服务既定流程，“老王”和“老

冯”两位护工给许利民量体温、测血糖、刮胡

子、腹部按摩……

随后，两位护工穿上防水服和防水靴，合力

把他抬到轮椅上，再推到洗手间进行洗浴。整个

护理服务共持续 1个多小时。每完成一项，相关情

况都会记录在案，最后交由家属签字确认。

徐素萍介绍，父亲退休前在附近工厂上班，

已有 10 多年的脑梗病史，多次犯病后全身瘫

痪，经常神志不清。

每天早晨，徐素萍必须一个手扶着父亲坐

定，另一个手给他穿衣服，这一套流程下来要

“折腾”很久。由于脑梗，老人的吞咽功能也出现

问题，100毫升的水起码得“喂”20分钟。

一次偶然机会，徐素萍得知，像她父亲这样

的失能老人够得上申请长护险。

“最开始家里人也不太了解，好在有居委会

帮忙申请。”徐素萍回忆，“不久就有工作人员

专程上门，评估父亲的失能等级。”

南通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长期照护保

险科负责人狄红娟介绍，从 2022年 7月起，南通

市启用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

和操作指南，按全国“一把尺”评估，遵循“申请

受理-现场评估-社区走访-社会公示-出具结

论”等流程规范评估过程。

按照最新的评估标准，许利民属于重度失

能Ⅲ级。

作为比较早的一批参保人员，徐素萍发现，

这些年长护险居家服务的福利正变得越来越

多。上门服务从每周 1次增至每周 2-3次，目前

有 13项套餐和 13项个性化服务可供选择，“针

对我父亲的个人需求，完全可以像点菜一样定

制个性化服务”。

今年 76岁的秦三英被评估为中度失能，几

年前他就患有糖尿病、小脑萎缩等多种疾病。这

两年，他的病情突然加重，生活不能自理。她的

老伴刑文池比她还要大 4 岁，再加上儿女都在

工作，便果断选择了长护险居家照护服务。

与许利民的职工医保不同，秦三英老两口

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缴纳的是居民医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南通市的参保

人群实现了职工与居民医保人群全覆盖，只要

达到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即可享受到长护险

各项待遇。

狄红娟介绍，南通已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险

同步的长护险参保机制，构建了政府补贴、医保

统筹基金筹集、个人缴纳、社会捐助“四源合一”

的多元化动态筹资机制。具体而言，起步阶段，

长护险筹资按照“三三四”的比例，即个人支出

占三成，统筹基金占三成，财政补助占四成。

秦三英享受长护险服务将近两年，每次征

缴与医保同步。2022年 11月，家里人只花了 30
元，就为她缴纳了 1年的长护险费用。

“让普通老百姓也能住得起这
种医养结合的机构”

步入南通市阳光老年公寓，经常能看见一

对老人。老爷爷“纹丝不动”坐在轮椅上，老奶奶

在后面推着他，绕着公寓楼缓缓前行。

老爷爷叫杨培林，老奶奶叫顾凤英。从

2020年 10月起，老两口在这里已住了 3年多。

2018 年，杨培林被确诊为“进行性核上性

麻痹”。眼看着老伴逐渐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

理，顾凤英一度很纠结。

2020 年 10 月，在家人支持下，老两口决定

住到老年公寓体验体验。一到老年公寓，工作人

员得知老人相关病情后，立马帮忙申报长护险

服务。

南通市医保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经评

估符合条件（失能等级 2 级及以上）的失能人

员，可享受按床日或按月限额待遇，待遇支付向

居家上门服务倾斜。重度Ⅲ级、Ⅱ级及Ⅰ级、中

度失能人员在护理院按照每天 70元、50元、40
元、在养老院 50元、40元、30元的标准支付。

经评估，杨培林情况比较严重，属于重度Ⅲ
级，在养老公寓能够享受每月 1500 元的补贴，

这一下减轻了家庭负担。

每天傍晚，马艳下班后都会赶去南通瑞慈美

邸护理院看望90多岁的爷爷。2020年，她的爷爷被

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几乎认不清家里人。

子女们无法全身心照顾老人，商量后决定

选择一处离家近、医疗条件好的护理院。

“得益于南通当地的长护险政策，爷爷在这

里每天补贴 70 元，1 个月下来就减免了 2100
元。”马艳很感动，“非常感谢这个政策！让普通

老百姓也能住得起这种医养结合的机构。”

南通瑞慈美邸护理院院长助理施春柳表

示，护理院在养老和医疗之间架起桥梁，是“医

养结合”的重要实践。“针对一级护理条件下的

失能人员，若发生突发情况，我们能够立即打电

话请隔壁医院医生赶来会诊，整个过程用不到

5分钟。”

“这一路上离不开政府、社区、机构等的合

力推动，久久为功。”施春柳说。

长护险体系化促进当地供给
侧改革

据南通市医保局据统计，截至目前，南通市

经失能评估享受到长护险待遇的参保人最小年

龄是 4岁，最大年龄达 110岁，失能人员的满意

率超过 98%。当前正在享受待遇人数 6.16万人，

其中居家人数占 91%。

南通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红建

表示，长护险的体系化推进促进了当地的供给侧

改革。目前，南通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扩大到 9
类，照护机构增加 360多家，社会投资总额 30亿
元。同时，长护险的实施带动近 1万人就业，其中

近 8000名“4050”就业困难人群得以重新就业。

80 后王烨是南通亲仁照护服务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2017 年，恰逢南通长护险制度起步

阶段，她看到了照护养老服务的前景，果断从国

企辞职创业。经过前期精心筹备，她的公司成功

申报医保局的定点单位，作为照护市场第二批

定点服务机构正式“下海”。

截至目前，她的公司共有 40多位专业护理

人员，在这里享受服务的失能人员达 300人。在

养老照护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王烨发现，这些年

要想招到护理人员并不容易，目前在她公司里，

70后已成为主力军。

王烨希望，未来的养老照护行业能够向着

更加专业化、年轻化发展，也希望社会对这份职

业的包容度不断提高。

李红建表示，下一步，南通将在着力构建多

层次保障体系、探索多元动态筹资和责任分担

机制，强化部门协同、提升智能化治理效能等方

面下功夫，不断强化保障体系建设，推动保障多

元化、供给社会化、服务体系化更高质量发展。

南通“长寿之乡”的养老密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在我国 49个城市进行的长期护理保险（以
下简称“长护险”）制度试点，已惠及众多失能人

员。国家医保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底，长护险制度参保人数约 1.7亿人，累计支出

基金约 650 亿元，年人均减负约 1.4 万元。试

点实践中，因为不同的试点城市参保对象不

同、筹资方式和资金来源不同等，出现了参保

对象城乡不均衡、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

需优化、保障范围和报销比例待提高等问题，

长护险的探索与完善，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意义重大，社保“第六险”如何在试点实践中

逐步完善？

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话长期关注该

领域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宏伟教授。

中青报·中青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经过7年多的试点，取得
了哪些成效？对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
问题，发挥了哪些作用？

胡宏伟：目前，我国已经基于试点探索，初

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长护险政策体系基本

框架，政策设计、资金筹集、覆盖范围、保障对象

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各个试点城市陆续出台

了系列配套政策，涉及流程规则、护理标准、评

定考核等，大部分试点城市结合自身实际，探索

建立了单位、个人、基本医保基金等多渠道资金

筹集模式，形成基本稳定的资金来源。

试点取得了显著效果，重度失能人员得到

了长期、较为专业的护理，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

庭经济压力，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护致贫”；有

效衔接了老年人群的医疗和养老问题，对于节

约医保资金、优化医疗、养老资源配置发挥了积

极作用；拓展了护理人员的就业渠道、改善了他

们的职业待遇；同时，长护险信息系统的建立，

为实现政府与养老机构的数据共享提供了必要

条件等。

实践中，部分试点城市不断探索推动，长护

险的给付对象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展至中度失能

人员，长护险服务费用的支付标准和给付比例

不断提高，提高了失能人员的购买护理服务能

力；多数试点城市提供了养老机构护理和居家

上门护理，部分试点城市支持亲属、朋友等非正

式护理者为失能人员提供自主护理等。

中青报·中青网：目前长护险试点城市在
参保对象、筹资来源、筹资方式等方面存在不
同，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在下一步的实践中
解决？

胡宏伟：当前，我国地方长护险制度发展

尚不完善，长护险覆盖率仍较低。大部分试点

城市仅覆盖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

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并未被全部纳入，不

利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基本养老服务均等

化；当前的评估标准对于失智人员的覆盖力度

也较弱，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部分地区长护险的服务内容、保障

对象都比较有限，较低的保障水平也很难满足患者的实际需要，不同

地区给付标准差异较大，一定程度上有损制度公平；长护险的保费有

可能对低收入家庭产生压力，对于失能人员中的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的

倾斜支持仍需要加强；部分地方政府未能将养老服务补贴、老年残疾人

补贴等财政投入的涉老津贴与长护险有效衔接整合，集约财政资源、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尚未实现。

下一步，应完善长护险的配套政策和制度规范，建议构建独立自

主、多渠道多层次的筹资模式，推进长护险覆盖范围从城镇职工扩展至

城乡居民，促进长护险全民覆盖；合理预测筹资规模，完善相关机构管

理办法、支付办法、服务标准等更细致的内容，严格落实监督和评价机

制；促进与其他社会保险，以及老年人补贴、残疾人补贴等相关社会福

利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整合。

中青报·中青网：据公开报道，曾经有养老护理员利用长护险监管
漏洞，骗取国家医保基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近期集中审理了8起
虚报长护险服务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案件。如何加强监管，防止长护险
基金“跑冒滴漏”？

胡宏伟：建议加强对享受长护险待遇的失能人员失能状况的动态

评估，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的相关规定，加强长护险经办机构的内

部管理；明确用人单位、长护险待遇享受人员及其亲属的义务，明确在

长护险待遇享受人员的失能状况、以及其他与待遇给付标准相关情况

发生变动时，及时告知长护险经办机构的责任，并对故意隐瞒、包庇的

行为予以处罚。

敦促养老护理机构通过完善打卡签到、签退等科技手段，优化工作

量及费用结算方式，采取抽查、回访等手段，堵住员工虚假打卡、将超额

工单挂在他人名下等漏洞；落实对于长期护理服务的监督管理，对失能

评估规范性、专业性以及居家护理服务的真实性、服务质量等方面重点

稽核等。

中青报·中青网：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49
个试点城市的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有7600余家，护理人员有33万人，
长护险护理员中出现了90后、00后，您怎么看？

胡宏伟：我国长护险护理行业整体服务的供给结构不断得到改善，

接续动力相对充足、行业前景较为乐观，一定程度上为应对未来老龄化

趋势提供了稳定向好、发展可持续的预期。但从当前试点情况看，养老

护理人员紧缺，特别是具有医养结合技能的长期护理服务专业人员十

分紧缺，是我国长护保障面临的重要挑战。

如今，长护险护理人员中 90后、00后比例提高，显示出护理服务机

构越来越着力培养接续人才队伍，人才队伍逐步趋向职业化、专业化。

当前，长护险护理行业的从业待遇、职业发展前景以及职业价值对年轻

劳动力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也要看到，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长护队

伍，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改进，这是一项艰巨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2022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提出，要制定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
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建立并完善长期护理保险需求认定、等级评定等标
准体系和管理办法，明确长期护理保险基本保障项目。在您看来，未来
在全国推广长护险要注意哪些问题？

胡宏伟：要注意由于筹资渠道单一、责任划分不科学等原因导致的

长护险运行财务赤字风险；由于相关规范、监管缺位，导致长期护理

服务中的安全和质量风险；由于各地区在筹资、给付、等级评估等方

面标准不统一，缺少对低收入人群科学合理的倾斜支持，从而引发的

制度公平性受损风险；由于失能评估口径过窄导致部分存在长期护理

刚需的人群未被充分覆盖的

风险。

让 失 能 人 员“ 老 有 所

护”，需完善筹资机制、基金

管理、经办管理等相关长护

险政策体系，稳步推进全国

试点，推动覆盖人群由城镇

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优化

完善和充分落地全国统一的

长期护理需求认定和等级评

定标准；增强对于家庭照

料、志愿者参与照料、老年

人互助照料等非正式照护的

支持力度；政府发挥财政兜

底和再分配职能，对特殊困

难退休职工、低收入人群等

弱势群体的缴费给予适当支

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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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宏伟教授

受访者供图

在我国49个城市进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下简称“长护险”）试点，
已惠及众多失能老人。国家医保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长护
险制度参保人数约1.7亿人，累计支出基金约650亿元，年人均减负约1.4万
元，长护险制度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意义重大，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日前探
访了长护险的两个试点地方，并对话长期关注长护险的学者。

①北京市石景山区长护险护理员敬栓敏为张秀荣洗脚。

②敬栓敏（右）和郝淑媛（左）一起陪伴张秀荣（中）。

③北京市石景山区长护险护理员（左）和刘女士（右）一起照料王先生（中）。

④北京市石景山区一街道政务服务大厅的长护险经办服务窗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