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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门照护待遇堪比养老院

上午10时，家住新安花苑二社区
的陆阿婆正躺在家里专业的照护床位
上接受理疗。陆阿婆今年83岁了，患
有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次意外
摔跤后卧床不起。子女在社区帮助下
申请了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及相关服
务。很快，可升降、可调节角度的专业
护理床就装到了陆阿婆家里，专业医
生和护理员上门帮陆阿婆量血压、测
血糖，并进行中频治疗，促进血液循
环、防止肌肉萎缩。“待遇跟养老院也
差不多了。”陆阿婆笑着说。

“新吴区在全市最早启动家庭养
老照护床位建设，目前已累计和215
户老人家庭签订协议。”新吴区民政卫
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签约老人提
供了智能手环或在家中安装智慧呼叫
系统，老人只需按下手环或呼叫按钮，
就可以联系上门服务。

今年全市推广“家庭照护床位”
后，更多老人享受到这一服务。滨湖

区大箕山家园的任奶奶和老伴已90
多岁高龄，任奶奶行动不便，需要坐轮
椅，老伴经常出现烧水忘记关火、久坐
后头晕站不起身等情况。前不久，任
奶奶一家和附近的百禾怡养院签约

“家庭照护床位”，护理员、医生按时上
门进行医疗监测、生活照料。目前，滨
湖区有91户老人家庭签约，全市其他
板块也陆续推进“家庭照护床位”建
设。

长护险基本覆盖服务收费

哪些老人可以申请“家庭照护床
位”？根据《无锡市实施家庭照护床位
试点工作方案》，目前主要服务对象为
本市户籍、本市居住的中度、重度失能
居家老人（六十周岁及以上），其中低
保、低收入、高龄、计划生育特殊扶助
家庭老年人根据本人及其家属意愿，
优先考虑。

专业的护理、医疗服务送上门，费
用如何？目前，“家庭照护床位”服务
对象中，绝大多数是医保部门推出的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老人。长护险对申
请评估为重度失能的老人每天支付50
元，中度失能老人每天支付30元保费
用于护理服务。根据服务情况看，“家
庭照护床位”服务费用基本可由长护
险覆盖，一般老人无需额外支出或只
需额外支出少量费用。

滨湖区百禾怡养院院长赵娟介
绍，目前该院有30户签约对象，全部
为享受长护险的重度失能老人。新吴
区旺庄养老院院长许锋表示，该院51
户签约对象90%以上为享受长护险老
人。

“我们院每位老人平均一周上门
服务三到五次，每次服务一个半到两
个小时。”许锋说，“包括口腔清洁、饮
食照料、排泄护理、皮肤清洁护理等多
项服务在内一次约75元，其他如褥疮
护理、医疗服务等价格稍贵。”

护理服务消费意识待提高

据悉，到本月底，全市将建成800
张家庭照护床位。推广“家庭照护床

位”，目前还有哪些难点？
养老机构普遍反映，“家庭照护床

位”上门服务成本较高，尽管政府已对
养老机构按床位数进行补贴，目前只
能维持盈亏平衡状态。

“养老院内老人集中，护理较为方
便，我们护理员和老人比例为1：6。”许
锋说，“相比之下，护理员上门一对一
服务，一天做不了几家，交通、时间成
本要高一些。”此外赵娟表示，如果是
医疗服务，涉及药费、耗材，需要医生
出诊，成本也较高，相应收费也较高。

“家庭照护床位”接受度还有待提
高。有家属觉得老人单独在家时让陌
生护理员上门服务并不放心。有些老
人家属觉得每周上门服务时间较短，
无法满足需求，但长时间服务价格又
过于高昂。多数老人及其家属最大的
顾虑还是费用。“我们和大约200户老
人家庭洽谈，最终只签约了51户。”许
锋说，有些中度、重度失能老人已经享
受长护险保费，但老人或家属觉得这
笔保费是用来补贴生活的，“购买护理
服务的消费意识有待提高”。

高龄、失能老人不出家门就能享受专业护理服务——

推广家庭照护床位难点在哪?

本报讯 近日，来到胡埭九龙
湾花彩小镇的游客们发现，九龙湾
登山步道起点处多了一个新奇的
装置——一朵巨大的粉色梅花盛
开在层层叠叠的波浪之上，三根
水龙头仿佛花蕊一般在梅花周
围。记者从市水务集团了解到，
原来，这是由集团为景区量身打
造的惠民高品质公共饮水点，不
仅是省内首个温水即出的室外直
饮水点，其由3D打印而成的饮水
点台面和基座在国内也是绝无仅
有。

据介绍，该饮水点向市民免费
开放，全天候提供经最先进过滤技
术处理且保持42℃恒温的高品质
直饮水。不同于国内外直饮水设
施普遍采用的向上喷嘴式龙头，该
饮水点采用了传统向下龙头与定
时按钮结合的形式，一方面更利于

节水环保，另一方面能更有效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的用水卫生。最为
别出心裁的是，饮水台在外观上摒
弃了传统不锈钢质地，以无锡市花

“梅花”为灵感，主体基座选用“波
浪”造型，采用先进3D打印技术，
用特殊混凝土打印，经过表面处理
和组装制作而成，充分体现胡埭当
地文化风貌并融入花彩小镇整体
氛围。

在饮水台旁边的墙面上，记者
看到市水务集团为该饮水点编号

“001”，意味着这是集团打造的首
个惠民高品质饮水点。据悉，接下
来，无锡水务将在市区公共运动设
施、景区步道、车站、公园、商业街、
广场等场所，深度挖掘3D打印技
术的应用潜能，充分结合地理环
境、自然风光、人文内涵，推广定制
高品质饮水点，并提供咨询规划、

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等全周期技术
服务。未来，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
惠民高品质公共饮水点将出现在
市民身边，真正让无锡“充满温情
和水”。

（朱冬娅 图文报道）

这个惠民饮水点，3D打印而成
高品质公共饮水点落地九龙湾景区

本报讯 智慧登记系统，舒
适可调节的献血椅，宽敞的休息
区……昨天，市民在南禅寺发
现，广场门口多了一个崭新的
爱心献血屋，古朴的外观和景
区相映成趣，内部现代化设备
颇有特色。当天，江苏省第五
届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暨南禅
寺爱心献血屋揭牌启用仪式在
南禅寺广场举行，借助献血屋

“公益新地标”，吸引更多爱心
人士捐献热血，营造良好的无偿
献血社会氛围。

“您好，请出示身份证。”走
进这间爱心献血屋，献血者刷一
下身份证，基本信息就在智慧献
血系统中显示出来，十分便利。

“第一次献血的市民，只要在‘无
锡血站’微信公众号预约登记
过，系统识别身份信息后即可直
接将他的基本情况打印出来，不
用再像以前那样手写登记了。”
献血屋工作人员说，如果献血者
已有献血经历，只需刷身份证，
系统就能直接打印出基本信息，
登记更加快速方便。不仅如此，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爱心
人士还可在“无锡血站”微信公
众号上分时段预约，按约定时间
前往，让整个献血过程更加高效

有序。
记者了解到，南禅寺献血点

是无锡最早的街头采血点之一，
全年采血量约3吨，占城区街头
采血总量40%，占全年城区采
血量近 20%，以环境美、颜值
高，更智能、更便捷，有爱心、有
温度获评“2020年全国最美献
血点”。如今，面积近40平方米
的献血屋取代了原献血车，将成
为一个宣传无偿献血知识和用
血相关政策的新窗口。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受
到街头献血人数减少等原因，无
偿献血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市
中心血站副站长刘晓伟说，为保
障临床供血，无锡血站创新推出
团体献血、应急献血等模式，实
施精准预约，为一些出门不便的
献血者提供上门接送服务。同
时调整优化街头献血点建设，新
增洛社、百乐、荟聚等多个献血
点，并进一步扩充无锡市应急爱
心献血联盟。广大无偿献血者
心怀大爱，坚持无偿献血，截至
11月底，今年我市全血采集量
已突破15吨，血小板采集量达
7730个治疗量，比去年同期分
别增长了6.5%和4.346%。

（逯恒贞）

锡城街头添公益“新地标”

南禅寺爱心献血屋启用

本报讯 12月9日中午，惠山经开
区高端装备产业园刚建成启用的餐厅
里十分热闹，唱歌、朗诵、舞蹈等小型演
出在厅内方寸之地展开，吸引了前来就
餐的300多名职工。演出队伍是惠山
区总工会组建的红色蓝领文艺轻骑兵，
而高端装备产业园是全市产改试点先
行园区。惠山区总工会负责人表示，

“欢乐职工餐厅”是产改以职工为本要
求的具体体现，下一步将在更多产改企
业建设“欢乐职工餐厅”，组织红色蓝领
文艺轻骑兵进驻演出，唱响惠山“产改
好声音”和主旋律。

精致的“迷你”演出陪伴职工们度过
欢乐的用餐时间，而现场抢答以党史知
识、产改知识、工会知识、安全生产常识、
企业发展史知识等为内容，职工们更是
踊跃参与，奖品很快被“瓜分一空”。活
动现场，还有工会“红娘”摆摊设点。区
总工会则进行普法宣传，为职工送上《民
法典》《安全生产法》和劳动保护等宣传
折页并耐心讲解。“边吃饭边看文艺表
演，让我们的午餐时光更惬意。”来自云
南昆明的园区青年职工小孙说，今天的
职工餐厅真的“欢乐”。

今年是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提升年。惠山区不但是省产改试
点培育单位，也是市全面产改试点。入
驻惠山经开区高端装备产业园的300
多家企业，正在推动产改的先行先试。
作为产改工作牵头协调单位，惠山区总
工会创新职工思想引领的方式方法，发
挥轻骑兵“小、灵、活”的机动优势，在午
餐时间为用餐职工演出，每场半个小
时，节目四至五个，穿插现场知识问答，
用鲜活的文艺加活动形式，让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舞人心，让

“安全生产大于天、幸福生活每一天”的
安全提醒常响在心。 （裘培兴）

惠山“产改好声音”

“唱响”企业餐厅

对于居家的高龄、失能老人来说，缺乏护理技能、缺少子女陪护，一直是萦绕心头的养老难题。今年
10月中旬，市民政局联合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财政局出台《无锡市实施家庭照护床位试点工作方案》，
把专业照护床位“铺”进老人家中，让居家老人也能享受护理员上门一对一护理、医疗服务。试行已近两
个月的“家庭照护床位”服务效果如何？机构、老人及其家庭有什么顾虑和要求？推广是否存在难点？□ 本报记者 殷星欢

工作人员在江苏省民工实名制系统中查询建筑工地工人的工资
发放情况。临近2022年春节，新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前谋划，排
查梳理建设领域“双拖欠”，切实防范潜在的欠薪风险。 （宗晓东 摄）

（上接第1版）
超市内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连夜值守，
社区工作者向老年居民解释防
疫措施，检测人员为不方便出门
的老人提供上门检测。

同时，志愿者队伍迅速集
结，截至目前，万石镇已有600
多名志愿者在抗疫一线，宜兴
共有1300多名志愿者在社区、
商场等参与抗疫一线志愿服
务。“我是党员，我先上”“火红
年代志愿先行，我志愿”，宜兴
市文明办、志愿服务联合会通
过相关平台发布志愿服务招募
令后，市民踊跃报名。“招募令
发布后第一时间，便有很多党
员主动报名。”宜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廖黎恒
介绍。经过筛选，首批10位党
员率先出征。来自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的陈庆担任突击队小队
长。疫情发生以来，他已多次
奔赴一线参与突击队志愿服
务。“每当疲惫的时候，想想挥
戈沙场的白衣战士，冲锋陷阵
的公安卫士，临危不惧的社区
勇士，内心又充满了爱的光亮。”
陈庆说。

还有更多人，也闻令而动：
从11日中午起，惠山区和惠山
高新区（洛社镇）接到宜兴接受
隔离医学观察的部分人员将抵
达洛社的消息后，一场暖心的
接待和保障行动就缜密地展开
了。12日一早，晚上几乎没合
过眼的惠山高新区（洛社镇）卫
计科负责人朱洁赶到隔离医学
观察点，了解早餐送达时间和
质量等情况。孙晔是惠山高新
区纪委的工作人员，被迅速确
定为隔离酒店的点位长。“年轻
人就该挑起担子，走在疫情防
控的第一线。”他表示。不到5
个小时，房间准备、人员培训、
防疫物资等全部到位。大家的
午饭却是到下午2时30分才开
始分批吃上，但是没有人抱怨
过一句。11日晚上10时40分
许，100名来自宜兴万石的隔
离医学观察人员乘坐5辆大巴
车，被闭环运送到隔离酒店，朱
洁和大家就忙开了，一边登记
信息、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
题，一边安慰大家不要着急。
直到半夜12点多，所有人员入

住完成，区、镇相关负责人还没
忘记给入住人员准备好10箱
方便面和5箱八宝粥，可是他
们自己却有不少人忘了吃晚
饭。由于第二天一早要安排核
酸检测，区、镇有关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中，不少人就在办公室
里“踡”了一夜。

从11日夜里到12日中午，
滨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
室主任吴敏鹿几乎没有合眼。

“连夜联系供货商、连夜调货，一
刻也没有耽误，真的就是在打
仗。”第一时间联系调配各类防
疫物资，第一时间通知办公室所
有人员。

传递无锡温度

更多人守望相助众志成城

面对疫情，生活在这座城市
的人们守望相助，谱写出许多温
暖篇章。滨湖“心意”在第一时
间抵达。12日上午10时，当记
者抵达滨湖区疾控中心时，现场
一片忙碌，工作人员在对防疫物
资一一对照确保无误后，再一一
装箱，数百份防疫暖心包在这里
连夜调配到位。红色的玫瑰、红
色的慰问信、红色的外包装、红
色“宜兴加油”贴，与工作人员胸
前红色的党徽互相呼应。给宜
兴送去的防疫包内配置了免洗
手消毒液、泡腾片、口罩、温度计
等；暖心包内有慰问信、毛巾、牙
膏、牙刷、洗发水、鲜花、咖啡茶
饮等。

让宜兴人倍感暖心的，还有
来自惠山区的“暖心大礼包”。
鲜花、消防4件套、水果、洗衣液
等10样丰富的礼物，这是服务
团队精心挑选的。隔离医学观
察人员来自滨海建筑集团，朱洁
拿出当天的三餐菜单：红烧鸡
块、三鲜面筋、肉汁百叶、水果
等，营养搭配齐全，大家吃得很
满意。随着“暖心大礼包”一起
送达的还有“致所有医学观察人
员的一封信”和为3位即将过生
日的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准备的

“生日惊喜”。
还有更多的人，继续坚守在

抗疫的各个环节，将温暖带到宜
兴的各个角落。众志成城，勠力
同心。

（本报记者）

守望相助，宜兴“安心”

（上接第1版）当地百姓举着伞、戴着口
罩排起了长队。准备好预制码、扫码、测
温、登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来
检测的百姓以10人为一组，进入检测区
检测。正在现场的万石镇副镇长涂文杰
介绍，华东石材市场人口流动量大，整个
市场约有6000人，考虑到天气因素，今
天特意在室内增加了4个检测通道，预
计5个多小时可完成检测。

“这件衣服快帮孩子盖上，别着凉
了。”余庄村村民袁美萍举着伞，掀起婴
儿车上的帘子，对身边的女士说道。袁
美萍告诉记者，这位女士是自己家的租
户，考虑到她家中无人，一人要照顾两个
小孩，在检测前，特意到家中帮她把孩子
接来一起做检测。“能帮就要帮，这个时
候村民们必须团结一心。”袁美萍说。

万石镇是有名的“石材之乡”，平日
里进出的大型货车较多。疫情发生后，
许多司机滞留在了马路边。江苏平海化
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韦庆全购买
了一批方便面、饮用水送到滞留司机手
中，当地金丝利零售店的夫妻还特意烧
好热水，送到马路上……冷空气来临，小
镇很温暖。

（蒋梦蝶、胡志杰）

在小镇，遇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