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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女，多亏了你啊，我这浑身都轻快了，心里
也敞亮了！”云大娘拉着护理员的手感激地说。在
和林格尔县小红城村，72岁的云大娘因脑梗失能3
年，其子女因工作无法常伴身边，七旬老伴既要务
农又要照料她，十分辛苦。2025年3月，云大娘通
过长护险评估，享受到了居家护理服务。

“每次都盼着她们来。”云大娘的老伴说，“以前
给老伴擦身得折腾大半天，现在方便又专业。”护理
员每月5次驱车70公里上门，提供90分钟专业服
务，包括生命监测、康复训练和皮肤护理。

“这是长护险的福利。”护理员边为云大娘检查
湿疹边说。通过“一人一策”服务，这个偏远乡村家
庭终于卸下了照护重担。

“多亏了长护险，在家就能享受这么好的服
务！”张阿姨的家属激动地说。家住新城区东风路
街道动力小区的张阿姨因脑卒中长期卧床，每月需
更换胃管。今年3月，经长护险评估为重度失能三
级后，家属每月可享受专业医疗护理。

“以前换一次胃管要359元，现在长护险支付
136元，我们只需付124元。”家属算着账说。除胃

管置换外，专业护理员每月8次上门，提供90分钟
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洗头、助浴、康复训练都
有人管，老人舒服多了。”

护理员娴熟地完成操作后，张阿姨的精气神
明显好转。这项惠民政策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更
让失能老人获得了专业照护。

2021年8月，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唯
一的国家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将长护险作为
重大民生工程扎实推进，构建起“政策体系、筹资
保障、待遇标准、经办服务、监督管理、信息建设”

“六个到位”试点运作机制，形成了“城乡覆盖、保
障齐全、标准统一、政保合作”的“青城长护”模
式，着力解决失能人员“机构不能医、医院不能
养、家庭无力护”的困局。制度试点运行3年多
以来，对失能人员的保障效果逐步显现，累计待
遇享受人员18382人，基金累计支出27364.17万
元。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持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提档升级”，将亲情护理调整为居家组合护
理服务亲情照护家机构上门护理。以专业化，规

范化，个性化，贴心化为服务导向，保障失能人员
享受更加专业优质的护理服务，持续提升失能人
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长护险政策调
整至今，全市超过1200名失能人员享受机构上
门护理服务。

“目前，呼和浩特市已形成机构住养、机构上
门、机构上门加亲情照护的多样化服务保障，服务
覆盖城乡，专业护理服务逐渐延伸到农村偏远地
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改革，进一步优化筹资待遇保障模式，提升智能监
管手段，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加优质护理服务。”呼
和浩特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刘燕廷告诉记者。

当医疗的重心从“病有所医”转向“老有所
护、弱有所扶”，从治愈疾病扩展到守护健康本
身，一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便清晰浮现。这
张日益致密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网，不仅度
量着公共服务的精度，更标记着一个社会对生命
全程的敬畏与温情——它让每一位市民无论身
处生命何种阶段，都能感受到那份坚实而细腻的
托举。

长护险长护险：：

失能老人的“生命支柱”

体重管体重管理门诊理门诊：：

从“盲目节食”到“精准干预”

24岁的薛飞站在人体成分分析仪上，手握电极，几分钟后
报告显示：体脂率高达 41.3%，远超男性 15%—20%的健康标
准。“超出的部分就是你要减掉的脂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健康管理医学科副主任娜日苏指着数据解释道。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体重管理门诊自今年 3月开诊以
来，采用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每周四下午，营养师、内分泌科
医生、运动医学专家和心理咨询师等相关专业的专家联合会
诊，根据身高体重、腰臀围、体脂率、基础代谢率等检测指标，为
患者制定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

“良好的生活方式、健康的体重是预防心脑血管、糖尿病等
慢性病的基础。”娜日苏介绍，门诊提供精准能量调控指导，结
合心理行为干预，并建立随访档案动态调整方案。同时，开展
线上线下健康科普，帮助患者树立科学健康理念。该门诊主要
服务超重或肥胖人群、合并代谢性疾病及反复减肥失败的人
群，通过“建档—评估—干预—随访”全流程管理，让患者告别
盲目节食和无效运动，实现科学减重目标。

西医体重管理门诊“人气旺”，中医体重管理门诊“挤破
门”。早上不到9时，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处
人头攒动。正在排队等候就诊的22岁小伙梁亮告诉记者：“我
已经治疗近2个月，体重从最初的260斤减到了现在的230斤。
没来医院就诊前，也曾尝试各种方式减重，但效果不理想。现
在通过穴位埋线的方式进行治疗，效果非常明显，感觉走路都
轻便多了。”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于今年 3月 23日
正式开诊，侧重于中医特色疗法，主要通过穴位埋线持续刺激
穴位，调节人体内分泌和代谢功能。同时结合耳穴贴敷、脐灸
以及中药茶饮等，构建起全方位、个性化的减肥服务体系。

“中医在减重领域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不仅仅着眼于体重的
减少，更侧重于对患者整体健康状况和体质的优化。目前日均
接诊量近200人次。”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李文
惠告诉记者，“我们会根据患者体质辨证取穴，通过祛湿健脾、
调理便秘等个性化针灸方案改善体质，最终达到健康减重的效
果。”

自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
以来，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积极推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设
体重管理门诊，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医疗机构体重管理门诊的
通知》，组织人员制定《体重管理门诊建设标准（试行）》，截至目
前，全市有28家医疗机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累计接诊服务
1097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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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指导护理员为患者绑腹带

医护人员给患者讲解人体成分评估报告

清晨，城市刚刚苏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门口，几位老人正排队等待测血压；三甲医院骨

科病房里，专业护士利落地为术后患者更换敷

料；健康管理中心的屏幕上，居民慢病风险指数

悄然更新；在政务服务大厅内，长护险专员耐心

解释着最新报销政策……这些看似分散的场

景，正悄然编织起一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守护网。

近年来，呼和浩特城市医疗体系正经历

一场静水深流的转型：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

康管理延伸，从院内服务向社区和家庭渗透，

从单一医保支付向多层次保障体系迈进。体

重管理、免陪照护、金牌护士和长护险，共同

构筑起市民健康福祉的崭新图景。

“手机一点，护士上门。”近日，家住赛罕区
小台什颐和家园的鹏飞在体验了上门护理服
务后连连称赞。两个月前，他因手指伤口感染
在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就诊，康复期间通
过“金牌护士”App 预约了接诊护士上门换
药。“服务专业又贴心，以后父母需要护理时也
能放心使用了。”鹏飞说。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自
2021年12月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以来，已
推出包括留置胃管、留置尿管、PICC维护护理
等 34项上门服务项目。“上门护士需具备 5年
以上临床经验且持有护师资格证。截至目前，
我院共有金牌护士 154名。我们每月对金牌

护士进行培训与考核，只为给患者提供更专
业、更细致的服务。”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
护理部副主任艳艳介绍。

这项创新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行动不便
患者的就医难题，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惠及
群众。通过“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方式，既
减轻了患者往返医院的负担，也缓解了家属的
陪护压力，是“互联网+医疗健康”的生动实践。

为方便居家失能老人、术后康复患者的医
疗护理服务，呼和浩特自 2021 年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以来，依托智慧护理平台，累计
为超过 2000名患者提供服务，上门服务超过
7000人次。

同时，呼和浩特市持续深化网约护理服
务改革，制定并印发《呼和浩特市持续优化网
约护理服务实施方案》，明确了“互联网+护理
服务”的机构和人员资质、服务项目、服务流
程，及信息平台管理。目前，全市提供“互联
网+护理服务”的医院共 17 家（其中三级 12
家、二级 5家），主要开展母婴护理类、外科护
理类、居家康复类、推拿按摩类、中医康复类
等各类护理项目共计 100 余项，其中尿管胃
管护理、静脉采血、外科换药需求量居前三。
群众可通过爱青城 App，搜索“互联网+护
理”，即可在线选择医院和服务项目，线上下
单，有护士上门提供护理服务。

金牌护士金牌护士：：

指尖预约的“健康管家”

“谢谢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
院胃肠肿瘤外科病房里，护士长任慧玲和护
理员瞿春华正轻缓地为结肠癌术后患者程女
士系紧腹带。“我生病住院，家里人两头跑实
在辛苦。原想着免陪照护服务是无奈之选，
没料到护理员比亲人还细心。”程女士感慨地
说。

12公里外，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运动医学中心，护理员李凤莲将温热的餐
食端到吴先生床前。“多亏专业照护，否则哪
能恢复这么快！”刚做完跟腱手术的吴先生告
诉记者，家中幼儿需要照料，免陪照护服务解
了全家燃眉之急。

这些温暖场景背后，是呼和浩特市今年 3
月启动的医疗改革新实践。随着《呼和浩特
市“免陪照护”试点工作方案》落地，14 家三
级医院设立 35个试点病区，覆盖骨科、肿瘤
外科等重点科室，开启“专业照护替代家庭陪

护”的创新探索。
“免陪绝非无人陪护，而是用专业力量

替代粗放照料。”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
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柏冬丽强调。在该院试
点病房，来自第三方机构的护理员需经历

“岗前培训+医院实训”双重淬炼。任慧玲指
着正在帮患者翻身的瞿春华介绍：“她们要
掌握更加专业的照护技能，从生活照护到病
情观察再到人文关怀，都是精细活儿。”

作为首府首家“免陪照护”试点单位，内
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效显著。“累
计服务患者超 400 人次，满意度 96.2%。”内
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冯卫介
绍。护理部主任薛慧琴补充道：“我们建立
了 30 余项制度，首创‘患者日评价+科室周
考核+医院月抽查’三级管理。”正说着，护理
督导组成员拿着评估表走进病房，记录下吴
先生对当日服务的评分。数据显示，规范化

服务使该院平均住院日缩短 1.5 天，院内感
染率下降 6.8%，日均为家庭节省开支约 200
元。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会议室
里，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正在进行。护理部工
作人员、护理员使用科室代表与第三方机构
负责人围坐畅谈。“建议护理员相对固定，便
于科室进行培养”“希望清晰专业边界”……
护理部专人认真记录着每条建议。定期的协
调会，促进了信息流通，推动了工作的落实，
加强了团队协作，让服务更优质、更贴心。

面对试点中浮现的挑战，呼和浩特市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赵锦明给出系统方案：“正在
完善分类收费标准，推动纳入医保目录；筹建
全市统一培训基地，实行‘培考用’闭环管理；
要求所有医院公示服务规范，卫健部门定期
督查。”此刻，14 家试点医院的公示栏前，不
少家属仔细阅读着《护理服务标准》。

免陪照护免陪照护：：

缓解“一人住院，全家忙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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