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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老人搬进

了养老院，抱团养老、智慧养老也成

为养老新时尚。但一个客观事实

是，根据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

显示，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的

是居家养老。这意味着，要想真正

让老年人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晚年

生活，破解居家养老的痛点难题，便

是重中之重。这其中，最无法忽略

的便是老年人的“护理难题”。

对于老年人来说，相比于看病

难，更难的是居家护理。护理的需

求更广更杂，频次更高，对服务要

求也很高，这方面能不能做好，直

接关系着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和舒

适度、幸福感。针对这一现实痛

点，浙江推出“浙里护理”应用，就

像是一束温暖的光，打在了老年人

心上。

像 这 样 的“ 互 联 网 + 护 理 服

务”，全国各地都在探索。网上下

单，上门服务，将护理延伸到“最后

一公里”。在居家养老基数庞大的

背景下，再加上护理又是老年人的

刚性需求，60 岁以上病人上门服务

费可以进医保，居家护理的“蓝海

属性”，已经逐渐明朗。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落地和

普及，公立医院需要“挑大梁”，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大居家护理服

务的供给。同时，基层医疗“健康

小站”，也要积极补短板，在提供居

家护理服务上，扮演好“毛细血管”

的角色。

居家护理的目标和追求也逐渐

清晰：在实现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再

下沉的路上，让市场化和规范化并

举，力争在服务数量和质量上，与市

场需求相匹配，达到“良币驱逐劣

币”的良好效果。在这个前提下，如

果再能提高相关服务在价格层面的

性价比，那就更锦上添花了。

一个可以期冀的前景是，老年

人居家就可以得到不输三甲医院

的高质量护理，而且成本还比去养

老院或者医院要低得多。

居家护理，是老龄化社会、养

老友好型社会中一张不可或缺的

“拼图”。而早日拼上拼好这张图，

护住的不只是老年人的健康，还有

他们的体面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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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站点
月上门护理70单

家住杭州市拱墅区天水武林街道的韩大伯下肢

残疾，要注射一种营养神经的药物，每周两次。“我家

住二楼，但我这么大年纪下楼去医院打针还是很麻

烦。”韩大伯说。

去年夏天，老伴找到竹竿巷社区卫生服务站进

行了登记缴费。从此一周两天，3 名护士轮流上门

为大伯注射。

在浙江的基层医疗机构，护士上门进行注射、抽

血、换药等服务已日益普及，这种便利的医疗模式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了极大方便。竹竿巷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护士李佳佳说，站点最近一年每月医护上

门医疗服务量 70 单左右。虽然该服务如今已能在

网上下单，但社区老人不太会上网操作，主要还是在

线下进行预约。

“原来这项服务是自费的，从2023年2月起，60

周岁以上病人上门服务费可按门诊医疗费用结算以

来，我们上门服务人次激增。”一位医护人员说。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推出了“浙里护理”应用，可

以在微信小程序、支付宝、浙里办上找到它。

上门护理病患
这支男护士团队首当其冲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展“互联网+护理服

务”试点，浙大一院就是较早涉足的一家，当时成立

了“互联网+护理服务”线上咨询服务团队。2022年

又组建居家护理团队，涵盖腹透护理、伤口造口护

理、母婴护理、眼科护理等常用临床护理，通过线上

点单，线下服务，为出院患者、行动不便者、高龄体弱者

等提供专业护理服务。浙大一院男护士团队作为其中

重要的中坚力量，以较强的应变能力、抗压能力、充

沛的精力和沉着稳重的工作风格，深受群众的喜爱。

今年 29 岁的王一山就是其中之一。“小伙子态

度很好，护理也很专业。”25 日，为陈大伯换了导尿

管的王一山，被大伯夸得不好意思。

去年，68 岁的陈大伯肚子胀得厉害，被紧急送

进了浙大一院急诊科。也是从那时起，陈大伯认识

了护理他的这位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每个月你都需

要换一次导尿管，如果过来比较麻烦，可以网上下单

找我们上门来换的。”出院时，王一山跟陈大伯及家

人说。

现在医院还有这样贴心的服务？陈大伯已无法

下床，叫车送医要有人将他抬下抬上。住院时护理

的护士能上门给大伯换，家人觉得再放心不过。

去年年末，王一山第一次上门为陈大伯提供居

家护理服务。在拔出导尿管时，他发现尿管里面有

很多絮状物、很多颗粒，于是耐心地手把手教陈大伯

和老伴具体该怎么护理，并一一叮嘱，“有什么情况，

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找我。”

王一山介绍，医院里护士擅长专业不同，因此能

提供的服务项目也不同，像新生儿黄疸，就需要儿科

护士上门。

王一山 2018年 8 月入职，一直在急诊科监护室

上班，不久就接触了“互联网+护理服务”，“这不仅

能方便高龄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及特殊情况的患者，

还对我们的护理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项

目男护士做起来相对方便一些。”王一山说。

居家护理服务
社会意义重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也是较早开展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医院，于 2019 年 4 月开启该

项目的线上咨询，6 月开启了居家护理。“我们刚开

始都是从专科的十几个项目做的，伤口造口，失禁的

皮肤护理，PICC 导管维护，新生儿的抚触、脐部护

理，产妇的伤口护理，还要做一些护理指导、健康评

估等等。”专科护士护士长孙红玲介绍，截至目前，浙

江省开展的64个项目，浙大二院开展的有40几项，

加入的护士有三百余名。

申请居家护理的一般都是高龄、慢性病、体质虚

弱者或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患者，还有一部分是出

院后需要延续治疗和护理的患者。为了帮助更多患

者，浙大二院护理部将“浙里护理互联网+护理服

务”相关内容列入了患者入出院时的健康教育内容

中。至今浙大二院已开展居家护理1000余人次，孙

红玲本人已累计服务300余人次。

家住萧山的 80 多岁的王大伯（化名）就是她多

次护理过的病患。大伯因为静脉曲张，下肢静脉血

液回流障碍、水肿，皮肤反复出现溃疡十余年。术后

静脉瓣回流还是有问题，需要穿弹力袜进行压力治

疗，但大伯嫌麻烦老是不穿。此外还要锻炼，不能长

久站坐，但他就做不到。这样一来，他便出现了下肢

严重溃疡，感染面积大。

孙红玲看到这种状况，马上为他联系医生，住院

进行了抗感染治疗，创面由孙红玲每天换药。

感染控制后大伯出院，家人便在网上下单，指定

孙红玲进行居家护理。“我一共上门护理了 9 次，都

是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和周末时间。”

孙红玲每次去护理时，都会给大伯进行健康教

育，指导怎么配合锻炼，如何正确穿弹力袜等，让家

人督促大伯做好自我管理。“他如果做得好，我就会

鼓励他。”孙红玲把大伯当孩子一样

哄，督促他锻炼，并提醒他穿弹

力袜，至今一年多的时间再

没有复发过。

“我认为做居家护理

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患

者 就 诊 复 诊 治 疗 很 困

难，我们上门能真正帮

助到他们。这也拓宽了

护士的服务范畴，增加了

护士的职业价值感，社会意

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孙红

玲说。

孙红玲为慢性皮肤孙红玲为慢性皮肤
溃疡长期不愈合的溃疡长期不愈合的
老奶奶上门换药老奶奶上门换药

“我要换导尿管了。”过完年，又到了陈大伯换导尿管的日子，家人照旧在网上的“浙里护

理”模块上预约了换导尿管的居家护理服务。

接单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的男护士王一山。2月25日上午，杭州

很冷，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了陈大伯家，熟练地换起了导尿管。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的需求加大。而专业护士上门护理，对高

龄或是卧床在家的老人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

居家护理线上点单线下服务居家护理线上点单线下服务

大医院暖心的男护士大医院暖心的男护士
又上门来帮大伯换导尿管了又上门来帮大伯换导尿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