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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禾2023春拍圆满收官，

总成交额8.04亿元。本次春拍，汇

集八大专场，十大名门家族后裔荟
萃，星耀海上。《大匠之门》——齐白
石作品专场由顾问许化迟先生严格
把关，去伪存真，喜获白手套专场。
由《石渠宝笈》著录的陈继儒《云岩萧
寺图》以5922.5万元的高价领衔主
场。齐白石与齐子如合作的《花蔬工
虫十二开》以5520万元成交，陈逸飞
的《上海梦》以2530万元成交，潘天
寿《朝霞》以2415万元成交，傅抱石
《王维诗意图》以1529.5万元成交，
徐悲鸿《奔马》以1012万元成交。此

外，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刘海粟、
李可染、陆俨少、唐云、许麟庐、宋文
治、程十发、谢稚柳、陈佩秋、丰子恺、
关良、白蕉、茅盾、沈尹默、于右任等
大师作品深受市场热捧，以及古代书
画专场沈周、王时敏、石涛等作品同
样成交喜人，古董珍玩专场和紫砂文
房专场也取得了不错的市场表现。

初心不怠，赓续前行。上海嘉禾
2023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全国巡回公
开征集开启，第八站无锡，将于8月17
日（周四）在无锡日航饭店五楼与您相
聚。随后上海嘉禾专家顾问团将在南
京及杭州进行全国巡回公开征集，嘉

禾专家团队将坐镇现场为您全程免费
鉴宝答疑,诚邀各界藏家拨冗莅临。
上海嘉禾艺术品拍卖，实现藏品价值
的舞台。

巡回征集路线：
无锡站：8月17日（周四）

9:30-17:00

南京站：8月19日—8月20日

（周六、周日）

杭州站：8月26日—8月27日

（周六、周日）

征集范围：中国书画、名人书札、古籍

善本、古董珍玩、紫砂印章、现当代艺术

征集地点：无锡日航饭店五楼下甸桥

会议室(无锡市梁溪区永乐东路9号）

详询：15900996150（袁先生）

15900993158（金女士）
本公司常年征集拍品

电话：021-32558111
传真：021-32558666
邮箱：jhpmgs@126.com

网址：www.jhpmzx.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111号延安饭店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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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养老格局中，居家和社区养老占大部分。如何加强社区医养结合？记者近期在人口大省四川调研发现，通过探索大医院联动
基层设立“社区医养结合站点”，有效整合民政、医保和卫健资源，在社区“养”的基础上，植入健康管理、中医、康复等元素，能就近满足老年人医
养结合需求。

但业内人士也反映，从医院病房延伸到社区，还面临基层社区内生动力匮乏、相关支撑保障体系不足、专业人才紧缺等难题。

畅通社区医养结合之路，
破解“养老院看不好病，医院养
不了老”的难题，还需要加快健
全相关标准，鼓励探索与试点，
打通堵点让社区医养深度融
合，老人能在家门口安享晚年。

“希望能加快完善社区医
养结合的政策及配套措施，充
分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初
斌说。

一些业内人士也反映，从
调研和数据统计情况来看，养
老床位很难给医疗机构带来
足够利润。目前成都市从事
医养结合的医院，其养老床位
每月收费2000元左右，平均床
日费用不到70元，而成都市一
级医院医疗床位的平均床日
费已达400元。如果缺乏相应
支持，专注医养结合的医院很
难长久维持。打通医疗机构
和社区的医养结合通道还缺
乏合理规划和明确划分，也亟
待厘清界限，完善相关规范、
考核体系等。

四川部分基层社区医养
机构呼吁，应尽快明确养老护
理服务的收费标准。“目前，一
些上门医养结合服务项目还
没有收费标准，比如上门给老
人换药等，需要尽快明确。”乔

雪莲说。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加强

对护理人员的激励保障，缓解
人才紧缺困境。多家社区医
养结合机构向记者反映，很多
护理专业毕业生宁愿转行或
去民营医院，也不愿意去干医
养结合的护理工作，人员流动
性大。“照顾老人又累，收入也
不高，有时候还会被老人家属
责骂，还不如去普通医院干。”
成都一位护理专业学生坦言。

“希望能给予一定的政策
支持和倾斜，让更多人才愿意
到医养结合医院来，扎根到基
层社区去。”初斌告诉记者，为
了鼓励医生轮流到社区看诊，
建议将社区工作量算作“增
量”收入，同时，在职称评定、
评优评先等方面有一定倾
斜。目前，四川一些医院正在
探索制定院内激励机制。

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多
部门协作，加快形成合力。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医养结合并
非简单的“用医保养老”，需要
财政、民政、卫健、医保等多个
部门共同协作推进，建议多部
门形成合力，提高动员能力，
切实保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
率。 （经济参考报）

记者调研了解到，基层一部分地
区还处于缺“医”少“养”的状况，打通
社区医养结合之路面临多重困难。

首先，现有医养结合政策相对分
散，缺乏系统性。“目前，医养结合的政
策分散在民政、卫健、医保等多部门，在
基层实际工作中，不仅需要去找一个个
部门审批，寻求支持，同时，一些部门之
间还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一位基层
医养结合社区站点相关负责人说。

其次，配套措施不足，仅有的设施
仍然偏向以“治病”为主。据2022年
成都年鉴数据显示，成都全市有医养
结合机构114家，医养结合床位仅3.09
万张。对于成都这样常住人口超过
2100万人的超大城市来说，医养结合
的机构和床位还远远不够。扩充社区
医养结合服务迫在眉睫。

一些医养结合专科医院工作人员
也坦言，现有的相关政策对医养结合
医院支持力度不够，医保、财政补贴等
具体措施还偏向于以“治病”为主的医
院，对医养结合的医院及社区缺乏一
套完善的激励配套措施，一些医疗机
构参与医养结合的积极性还没能完全
调动起来。

基层内生动力不足也阻碍了医养
结合的发展。“目前，国家鼓励社区进
行医养结合探索，但还没有具体的措
施落地，社区没有动力去试点，有的社
区和大医院签订了医养结合协议，也
不愿意把有需求的病人转运到大医
院，反而会送去私立医院，因为私立医
院会给社区返还奖励。”一位从事医养
结合的业内人士坦言。

此外，多位一线医护人员反映，一
些探索医养结合医院的医护团队不仅
要负责院内的本职工作，还要长期轮
流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驻点，随着将
来与社区的联系加深，人才紧缺的问
题将日益突出，这不是一家医院能解
决的，而需要整个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的支撑。

“我们一个科室共12个医生，除了负
责本院工作，还要跑4个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工作量很大，经常忙不过来。”初斌说。

调查显示，我国养老模式已逐步形成
“9073”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
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仅
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在社区养老场
所“植入”医疗服务，不仅是一种创新尝试，更
契合医养结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回龙社区是成都市北边的一个老旧社
区，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2000多名。
在回龙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每天都有来自成
都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坐镇”。

护士乔雪莲是医院派到社区的驻点护
士，每周一到周五在社区上班。在给58岁的
张雪梅老人做完体检后，乔雪莲拿着体检单，
提醒老人注意控制血糖。在一旁的诊室里，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初斌正在给80
岁的陈大芦老人看病。“每周有2个半天在院
内坐诊，有1天在社区看病，在社区可以了解
更多老人的情况，有利于职业成长。”初斌说。

记者了解到，从2019年开始，成都市第
八人民医院通过托管日间照料中心等方式，
试点建成了7个“社区医养结合站点”，有效
整合民政、医保和卫健部门资源，在社区“养”
的基础上，植入中医、康复等元素，就近满足
老年人医养结合需求。

目前，四川多家医院与社区形成了“医养
协作”关系。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护
团队每周也要定时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打
卡”，医生看病坐诊，护士负责疾病防治宣传
及基础检查工作。

社区养老场所有了医生，老年人也可以
就近看病拿药。记者了解到，在成都的部分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一些医院可以直接把药
送到社区，患者不用再多跑一趟。“经常是上
午开了药，下午出来散步就可以顺便拿药
了。”陈大芦老人说。

社区养老场所有了医护团队，老人的健
康防护意识也有所提升。“上个星期，我突然
腰痛，以前第一反应是去买膏药贴，现在看到
家门口有医生，走几步就过来看了病，拿药回
去吃几天就好了，比之前贴膏药效果好得
多。”80岁的成都市民林廷忠说。

同时，四川一些医院也在探索为社区老
人上门服务。近期，成都青羊区马厂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的护士邓济聪连续上门服务了8
次，为社区一位80多岁的老人换药，帮助老
人尽快康复。

配套措施不足 专业人才紧缺

社区医养融合亟待打通多重堵点

社区植入医疗服务
满足老人就近需求

基层内生动力缺乏
支撑保障体系不足

健全标准完善政策
打通医养融合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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