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025年5月8日 星期四
专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龚艳 校对：熊健兵 电话：0579-85381008 33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下午 3 点，穿着橙色马甲的张建
清熟门熟路地来到贝村路某居民楼二
楼，一进门就快步朝着侧卧在床上的
老人走去。“王阿姨，我来了，有没有想
我啊？”随后，张建清熟练地帮老人起
身，并蹲下身给她穿好鞋子。其间，老
人的一只手始终紧紧握着张建清的
手，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你来了”“你
今天很漂亮”之类的话。

这是近日发生的一幕，类似的场
景每周都有。王奶奶今年 84 岁，患有
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生活不能自理。
年初，女儿为她申请了长期护理保险
（简称：长护险）。在通过失能等级评估
后，老人可以享受每周三天（2 小时/
天）的专业上门护理服务，金华椿熙堂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张建清成了她的
护理员。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如何走出
这一困境？长护险制度是一个很好的
尝试。

作为长护险国家重点联系城市和
省级试点城市，义乌自2018年7月出
台长护险制度实施意见后，形成了“实
施意见+实施细则+失能评估”、定点
管理、护理服务等管理办法的“1+1+
3”政策体系。“新增长护险定点居家上
门服务机构10家”是2025年义乌市十
大民生实事，目前，由市医保局牵头实
施的这项工作已完成。

从医护刚需到柔性服务，从陪在
“床边”到走进“心间”。在经过7年试
点的义乌，越来越多像王奶奶一样的
失能人员及其家庭受益于长护险，虽
失能却不失保障。

连日来，记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
长护险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一些困
境，护工数量短缺、素质参差不齐、待
遇享受面窄等问题已成为制约长护险
发展的瓶颈。

成效：全市已惠及1.2万人

“妈妈失智，全家失衡。”王奶奶女
儿贝女士原先是青海大学教授，为了更
好地照料母亲以及卧病在床的父亲，她
提前退休回到义乌，而丈夫留在青海，
儿子在上海，一家三口分居三地。

“虽然妈妈不认识我们，但我们还
认识她，我一定要陪在她身边。”贝女士
讲完这句话时，不仅自己哽咽了，还引
得旁人瞬间红了眼眶。这几年，家里一
直请了居家阿姨照顾二老，虽然阿姨
尽心尽职，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照护知
识，在看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王奶
奶时有些力不从心。自从年初长护险
申请通过后，王奶奶可以享受免费的
上门专业护理服务，居家阿姨能腾出
手忙其他事，贝女士也不再焦头烂额。

从市医保局了解到，2025 年 1 月
至 3 月，我市受理长护险评估申请
398 人 ，评估 321 人 ，评估通过 301

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义乌
市长护险参保 123.89 万人，累计受
理评估申请 20055 人，评估 13963 人，
享受保障 12416 人，待遇支出累计
3.89亿元。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在市
医保中心副主任陈俊林看来，长护险
制度设立初衷是通过专业化的护理服
务，提升重度失能人员生活质量，同时
缓解家庭和社会压力。失能老人往往
需要专业的健康评估、护理技巧以及
规范的康复训练，这些都是普通家庭
成员难以完全掌握的。对失能群体及
其家庭来说，由医护人员组成的上门
医护服务是刚需，而由持证人员上门
提供生活照护则是柔性服务，从细节
出发提供更充满情绪价值的陪伴、力
所能及的帮忙。

为激活服务供给新动能，医保部
门按照“人口基数+区位半径”双维度
测算模型，对年初新增加的10家服务
机构实施区域划分，通过网格化划片
管理实现服务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
从今年开始，我市新申请长护险的失
能家庭均可享受相关服务机构提供的
42项上门照护服务。

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定点护理
机构43家，其中新增长护险定点居家
上门服务机构10家。自3月份启动居
家上门服务以来，已有63名失能人员
与相关机构完成服务协议签约，各机
构已完成上门护理服务共计 642 人
次，累计服务时长1543小时。

困境：失能家庭盼全面保障

伴随社会步入老龄化，失能老人
大潮正在涌来。在义乌，长护险还有哪
些短板需要补齐？

采访过程中，记者获悉，从保障范
围的角度来看，不少失能家庭希望长
护险的覆盖范围能够更加广泛。失能
评估标准依据评估对象在日常生活能
力、认知功能、感知与沟通能力等方面
的丧失程度，将失能状态细分为轻度、
中度、重度三个等级，其中重度失能还
进一步细分为重度Ⅰ、重度Ⅱ、重度Ⅲ
三个子等级。然而，对比先进城市，当
前政策的长护险保障对象仅限于重度
失能或失智的老年人，中度和轻度失
能人员尚未被纳入保障范畴，这成为
许多家庭关注的焦点。

有些受访者表示，长护险普及不
仅体现在待遇方面，还要看具体的照
护服务是否能真正满足失能老人和家
属的实际需求。

“老人身体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我们夫妻都是上班族，每天忙得身心
疲惫。”在机关部门上班的楼女士表
示，由专业的护理员上门照顾失能老
人，不但可以缓解家属压力，对老人
的照护也有针对性，但前提是这种照
护是专业的、有效的，切实能让家属
放心、让老人舒心。“比如，有的护理

员普通话讲不好、本地话又不会说，跟
老人怎么沟通交流？万一碰上态度不友
善的护理员，怎么放心把老人交给对方
照护？”

记者走访发现，楼女士的顾虑反映
了当前一些失能老人家庭面临的问题
和担忧。这些家庭往往因家中有失能成
员而承受着经济、精神和生活压力，他
们对于如何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如何
确保家人生活质量以及如何应对可能
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都存在着一定
的顾虑。

长护险需要通过有效的照护服务才
能实现其制度目标，但从面上看，目前长
期照护服务在制度规范性、服务优质化、
年龄结构优化等方面存在挑战。放眼护
理行业，年轻人少，优秀的年轻人更是少
之又少。长护险护理员以五六十岁为主，
文化水平不高，留存率较低。护理人员招
聘难，优秀护理员紧缺，成为羁绊长护险
加速的一大难题。

破局：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服
务供给体系

随着失能老人对护理服务品质要求
的不断提升，加之长期护理费用的持续
增长，以及家庭结构逐渐趋向“421 模
式”（即4位老人、2名成人、1名孩子）与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失能老人长期护理
带来的经济压力日益显著。如何破解“一
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已成为社会
广泛关注的焦点。

一位市政协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解决失能老人照护难题，实际上是解
决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专
业化、社会化的照护服务，能够有效缓解
因为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缓
解全社会养老服务焦虑。

长护险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民生

账、未来账。唯有政府、市场、社会协同
发力，方能托起老龄化社会的“幸福底
线”。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陈俊林表
示，未来将继续聚焦失能群体的需求，
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供给体系，
完善长护险筹资机制和待遇政策，稳
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让更多群众享
受普惠性保障。

“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发挥部门合
力，优化社区护理和上门服务。同时，
建立评价体系，明确服务标准，加强职
业培训，并利用科技提升服务效率。在
此过程中，我们将完善定点机构动态
调整机制，对不合格的服务机构进行
及时清退，严打欺诈骗保等行为，确保
资金有效利用。”陈俊林说，特别是今
年新增的 10 家长护险定点居家上门服
务机构，会根据工作推进方案，在落实
扶持时加大监管力度，实现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跨越，让更多失能家庭在
家就能享受到好服务。

在提升护理员专业水平的同时，依
托科技迭代升级，研究出更人性化、更高
科技的产品，服务更多老人和失能人员，
也是护理服务机构的努力方向之一。“当
老人躺在床上，在机器水箱内滴入2至3
滴免洗沐浴露，用喷头轻贴老人的皮肤，
温热的水雾轻柔地包裹全身。10 分钟
后，一次完整的清洁护理就完成了，而老
人的被褥依然保持干爽。”通过媒体报
道，我们看到了助浴设备带来的这样一
幕场景。

通过科技赋能，如何让有温度的照
护不断延伸？对长护险来说，AI 赋能的
核心价值还在于提升服务过程的规范
性，此举可以大幅减少人为干预的可能，
实现服务过程的实时监控和质量把控，
达到护理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这方面，
义乌不妨多做探索和尝试。

从刚需到柔性 从“床边”到“心间”

7年试点，长护险的义乌探索

近日，江湾小学学生走出教
室，来到金华双龙研学基地，跟
随课本开启一堂“行走的课堂”。

小学语文课本中，叶圣陶
先生的《记金华的双龙洞》以生
动文字描绘了双龙洞的奇特景

观，如今，孩子们走进双龙洞，
身临其境感受引人入胜的景
观。同学们用脚步丈量双龙洞，
让课本知识“鲜活”了起来。

图为孩子们走进金华双龙洞。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图

江湾小学开启“行走的课堂”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文/摄

连日来，义乌市爱心公社志愿者
们忙碌不已，他们正在为衢州江山、
新疆等地的孩子们提前准备“六一”
礼物——将“五一”假期期间认捐的

“爱心书包”打包送出。
五月的绣湖公园杨柳依依，义阳楼

前人头攒动。5月1日、2日，义乌市爱心
公社“启航2025”爱心书包漂流活动在
此举行。这场持续20年的公益长跑，已
让26万套爱心书包跨越千山万水，为
30个省级行政区的孩子送去知识与希
望。从贵州山区的第一声读书声，到新
疆戈壁的“最后一公里”送达，这份来自
义乌的温暖，正在续写新的篇章。

廿载坚守，从 400 套到 26
万套的温暖长跑

2005年底，爱心公社志愿者带着
首批 400 套书包走进贵州山区。泥泞
的山路、破旧的校舍、孩子们渴望的眼
神，让志愿者连夜在义乌本地论坛发
帖呼吁：“多捐一个书包，就能多托起
一个梦想。”这条帖子如同一粒火种，
点燃了广大市民的公益热情。

2006年起，每年“五一”“十一”假
期，绣湖广场或是绣湖公园内总会支
起一顶顶红色帐篷，化作一个“爱心集

市”，市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20 年
间，爱心书包从最初没有logo的书包
升级为装满文具、书本的“爱心书包”，
捐赠方式从线下现金认捐扩展到线上
小程序，但那份“把书包送到最需要的
地方”的初心始终未变。

截至 2024 年年底，26 万套爱心
书包已覆盖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
志愿者们用脚步丈量公益温度：在贵
州山区的学校里看孩子们领到书包
时的笑脸，在四川与少数民族孩子共
读明信片，在浙江山区与孩子们促膝
长谈……今年，志愿者们计划奔赴新
疆，并深入浙江省内偏远地区小学，让
更多孩子亲手接过这份儿童节礼物。

爱心传承，从最小捐赠者到
十年接力者

今年的认捐现场，一张写着“骆宝
宝”的明信片引起志愿者的注意，原来
是在义经商的建德人骆文通，以刚满
月的“骆宝宝”名义捐赠 10 套书包。

“希望公益的种子从小就种在孩子心
里。”骆文通坦言，自己深受爱心公社
秘书长叶成启的影响，“看着志愿者们
二十年如一日地奔波，总觉得该做点
什么。等孩子会走路了，我要带着孩子
一起来认捐。”

“阿姨你好！我想认捐爱心书包。”

现场还有不少拿着现金来认捐的孩子，
小学六年级学生许洛诗就是其中之一。
还在读大班的时候，她就跟着奶奶丁芝
香来捐赠书包。只见她双手递出1000元
现金，向志愿者认捐了 20 套书包。“每
年，都要让我带她来捐赠，这些都是她过
年的压岁钱，特意来线下支持。”奶奶丁
芝香特别支持孩子这一善举，“这是我们
举手之劳，只要平时省一点，就能让其他
地方的孩子有书包用。”最后，她们还拿
着认捐后的回执卡合影留念，记录孩子
公益成长轨迹。现场还有更多“小大人”：
有孩子抱来存钱罐倒出全部硬币，有学
生组织班级集体认捐，这些“10 后”“15
后”用实际行动续写着爱心故事。

捐赠名单里更藏着许多“老熟人”。
两位曾在义乌工作的张先生、左先生，去
年各捐价值5万元的书包，今年虽已回
杭州发展，仍联合认捐15万元书包。志
愿者赵云峰告诉记者：“很多不能到现场

的爱心市民会以其他方式认捐。他们用
行动和话语鼓励我们，希望这份坚持20
年的公益事业不要停。”

6000套书包整装待发，爱心
漂流永不停歇

据爱心公社统计，今年计划送出1.3
万套爱心书包。截至5月2日，线上线下
已募集6000套，其中“五一”假期两天认
捐 2000 余套。这些书包正加紧分装，将
于儿童节前由志愿者分别送往衢州江
山，以及四川大凉山、川藏交界德格县、
新疆等地。每个书包里除文具外，都附有
捐赠者的手写祝福卡，以及受助孩子回
寄明信片的空白信封。

“每次读到孩子们亲笔写的‘谢谢’，
就觉得一切值得。”赵云峰展示着手机里
保存的明信片照片：“我会考上大学！”

“谢谢义乌的叔叔阿姨们！”……这些跨
越山海的对话，让捐赠者与受助者成为
未曾谋面的“笔友”。

从论坛帖子的微弱呼声，到响彻
全国的公益品牌，爱心书包漂流项目
见证了义乌这座商贸之城的另一面。
这里不仅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更有无数普通人的善意汇聚成河。如
今，爱心书包漂流进入“数字化时代”。
市民可通过义乌市慈善总会微信公众
号，点击“我要捐赠”，选择“项目捐赠”
中的“爱心书包漂流项目”，即可认捐。
但线下分装仍需人力支撑——志愿者
们要在半个月内完成 6000 套书包的核
对、装箱、贴标。“我们急需更多帮手！”
爱心公社负责人呼吁，期待更多市民
加入分装队伍，让每个书包都能准时

“漂流”到孩子手中。

廿载爱心书包漂流路 26万份温暖照亮童心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近日，有不法分子
通过“线上诈骗+线下取现”模
式实施诈骗，义乌警方紧急拦
截，为群众挽回损失6万元，并
将计就计当场抓获1名嫌疑人。

事发当天，市公安局苏溪
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居
民李先生疑似与诈骗分子频繁
联系，可能会发生“线下现金交
易”。接到线索后，值班民警立
即启动紧急劝阻机制。民警通
过电话联系李先生，但始终无
人接听。情急之下，民警迅速赶
往李先生住所。到达现场时，李
先生正准备将装有6万元现金

的盒子送往指定地点。“快停
下！你遭遇了诈骗！”民警当即
制止，向其揭示这是诈骗分子
精心设计的骗局。李先生这才
意识到自己被骗。

原来几日前，李先生在网
上 下 载 了 一 款 能“ 赚 钱 ”的
App。李先生下载好 App 后，

“派单员”先是诱导李先生刷单
攒积分。换取相关服务后，“派
单员”又以信誉积分不足为由，
要求李先生支付现金6万元用
于购买积分。就在李先生取完
现金，准备前往指定地点时，民
警及时赶到，成功拦截并在交
易地点将取现嫌疑人抓获。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跑赢”诈骗分子
成功挽损6万元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本报讯 5 月 7 日一早，义
亭供销社农技员贺胜冰来到义
亭古亭塘共富大棚示范区，为
农户李文喜进行种植指导。“玉
米总体长势较好，但接下来可
能会出现高温和虫害，这几天
就要开始防治，用甲维盐加多
杀霉素……”原来，义亭供销社
对接义乌玉米科技小院，在古
亭塘共富大棚示范区内引进甜
糯25号、科糯6号、浙甜20、糯
J181等4个优选玉米品种共计
500 余株，设立四处新品种作
物示范点。

义亭供销社主任陈亮介
绍，新品种具有高产稳产、抗病
性强、风味俱佳的特点。其中，
糯 J181 作为我市首次引入并
推广试种的品种，以其抗倒伏、
早熟高产、高适应性的特点，展

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有望成
为主推的“明星品种”。

“一直找不到好的玉米品
种，这次有新品种，我很乐意尝
试。”农户李文喜说，虽然是首
次试种新品种，但他非常放心，
因为供销社提供全程服务。“我
们碰到困难就可以找农技专
家，有时候我们不喊他，他也会
抽空过来看看。”

陈亮介绍，共富大棚示范
区一直与省农科院等单位开展
试种合作，引进特色品种，并采
用科学的种植、施肥和灌溉方
式，使肥料利用率明显提升，病
虫害发生率显著下降，提高产
量、收益的同时，还缩减了种植
周期与成本。共富大棚引进优
选品种，也可以向周边农户直
观展示种植过程，为后续规模
化种植、提升农户种植经济效
益奠定坚实基础。

共富大棚助农引良种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最近几天，天气明显闷热
起来，但抬头一看却是艳阳高
照。别急，今天“泼水式”强降雨
赶到，最近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
化，以防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

针对此轮较强降雨过程，
中国天气网分析称，随着副热
带高压北抬、暖湿气流增强，配
合渗透南下冷空气形成低涡切
变，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较强
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
南、华南大部地区先后有大到
暴雨，重庆南部、湖南西部和南
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
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
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将伴有
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8至10
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与此同时，北方地区也将自
西向东有一次降水过程。

中国天气网提醒，南方这
轮过程最强时段将出现在今
天，此时暖湿气流达到最强，并
且还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安徽
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
北部、浙江西部、广西北部等地
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公众需警

惕强降雨和强对流可能引发的
各类次生灾害。

对于此次降雨过程，市气
象台也发布了相关信息。据最
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到
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雨
过程并伴有大风天气，强降水
主要在今天下午至明天上午。
具体来看，今天到明天早晨，我
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
大、部分暴雨，有雷雨地区局地
可伴有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
强 40~60 毫米）、7~9 级个别 10
级以上雷雨大风。预计从昨天
20 时至 5 月 9 日 20 时，累计雨
量 30~50 毫米，部分 50~80 毫
米。气象部门提醒，本次过程需
防范局部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
的次生灾害；另外，需关注大风
对设施农业、在建工地、户外活
动等的不利影响。请广大市民
密切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
预报预警信息。

阳光总在风雨后，随着这
轮降雨结束，周末天气转好，气
温也要开启“狂飙”，最高气温
直逼 30℃。目前来看，接下去
我市将开启连晴模式，最高气
温将突破30℃，最低气温也将
爬升至20℃。

5 月 5 日，我们迎来了立
夏，这意味着春夏交替，炎暑即
将来临。

暴雨雷鸣启夏序
晴热酝酿万物新

悉心喂食

爱心书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