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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高龄老年人和从事三
十多年老龄研究的工作者，对国务院最
近公布的《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
服务项目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完
全同意，深为感动并表示敬意！”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邬沧萍说，“到本世纪中叶我
国要面对 4.5 亿老年人是不可避免的，

《意见》的出台就是应对的重要举措。”
7月14日，在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教

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等五部委联合举办《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
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国将为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免费
提供包括体检在内的健康管理服务。

民政部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
副主任王建军透露，《意见》明确的20项
老年人照顾服务重点任务，涵盖了老年
人医、食、住、用、行、娱等各方面。意见
提出，鼓励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为老年人免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每年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
包括体检在内的健康管理服务，“65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只要是常住人口（在一
个地方居住6个月以上），就可以在当地
免费体检，不受户籍限制。”

另外，《意见》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
明确：全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高龄、失
能老年人的补贴制度；鼓励与老年人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服务行业为老
年人提供优先、便利、优惠服务；大力扶
持专业服务机构并鼓励其他组织和个
人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
理、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和支持城乡
社区社会组织和相关机构为失能老年

人提供临时或短期托养照顾服务；除极
少数超大城市外，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可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依法依规享受
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等。

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主任于建
伟认为，《意见》关注老年群体的多样化
服务需求，重点关注贫困、高龄、失能、
空巢、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及低收入
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能够有效满足老年
人的实际服务需求。

多部门解读《意见》
各部门将如何组织实施《关于制定

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
让各项惠老政策落到实处？全国老龄
办、民政部等部门作出回应。

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
年人津贴制度

【意见要求】全面建立针对经济困
难高龄、失能老年人的补贴制度，并做
好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衔接。

【部门回应】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
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孟志强表示，截至
2016年年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出台了
高龄津贴政策，20个省份建立了养老服
务补贴制度，17个省份建立了老年人护
理补贴制度。下一步，民政部将积极争
取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尽快推动实
现以省级为单位制定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补贴政策全覆盖。同时，民
政部将指导各地加快建立养老服务评估
机制，规范补贴发放方式，加强资金监
管，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

加大医养结合力度
【意见要求】加大推进医养结合力

度，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
发展，逐步建立完善医疗卫生机构与养
老机构的业务合作机制。

【部门回应】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
生育家庭发展司司长王海东说，近年
来，医养结合在各地蓬勃发展，目前全
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省级医养结
合实施意见。国家卫生计生委将进一
步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
合作机制，2017年力争实现80％以上的
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靠就医
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50％以上的养
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使老年人健康养老
服务的可及性得到明显提升。

此外，将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纳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基本
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服务，
力争2017年底签约覆盖率达60％左右。

加强适老化设施改造
【意见要求】加强社区、家庭的适老

化设施改造，优先支持老年人居住比例
高的住宅加装电梯等。

【部门回应】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
定额司副巡视员卫明表示，目前，我国
无障碍社区环境建设和改造较为薄弱，
特别是老年人居住比例高的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受底层住户协调难和建设运
营费用的约束，改造难度大。住房城乡
建设部已发布“既有住宅建筑功能改造
技术规范”，明确规定加装电梯要因地
制宜，选择质量轻、便捷、影响小的加装
方案，确保电梯加装可靠。有些地方政
府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和实践，如北京、上海、南京、福
州、佛山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总结经
验，积极推广。

丰富老年教育
【意见要求】老年教育资源向老年

人公平有序开放，减免贫困老年人进入
老年大学（学校）学习的学费。鼓励社
会教育机构为老年人开展学习活动提
供便利和优惠服务。

【部门回应】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副巡视员谢俐说，教育部将推
动优先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促进各
级各类学校开展老年教育，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老年教育，加强老年教育的内涵
建设，有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
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
【意见要求】鼓励通过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为老年人免费建立电子健
康档案，每年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
费提供包括体检在内的健康管理服务。

【部门回应】王海东表示，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之一就是为辖区
内65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提供健康管
理服务，每年免费提供一次。凡是在社
区居住半年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户籍和
非户籍人口，都能在居住地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享受
到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主要内容包
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
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等。同时要建
立健康档案，将每次的健康管理结果记
录在内，并持续进行管理。

（据新华社）

国办发文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无户籍限制

■本报记者

长达两个月的暑假开始了，众
多学生们像脱笼的小鸟，从平时的
紧张学习氛围中走了出来。但在轻
松快乐的背后，暑期儿童伤害高发
期也同时到来，“小鬼当家”更让家
长们提心吊胆。

据统计，儿童们的暑期危险，以
高空坠落、溺水、车祸排前三位，还有
意外摔伤、烧烫伤、躲猫猫、吃零食等
意外伤害。

1、跌落摔伤很常见
在城市里常见，特别是家长整日

外出上班，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家中，
忘记关闭房间或阳台的窗户时。

支招：平时，家长要常教育儿童
不要探身到阳台或窗户的外面，尽可
能不要把幼童单独锁在家中。如果
父母都要上班，家中无人看管，要防
患于未然。不要在靠近窗户的地方
摆放方便孩子攀爬的家具，例如椅
子、桌子。最好在窗户上安装儿童防
护栏，这是最佳保护措施！

2、溺水频发敲警钟
溺水死亡是夏日儿童生命安全

的头号大敌。溺水事件频频发生，更
让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因为不知道如
何正确急救。

支招：儿童不要独自外出游泳，
首先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比如浴
场、泳池等，像一些池塘、水库、河流
等野外不要去，容易出现溺水意外；
其次游泳时，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
或熟悉水性的成年人的带领陪伴下
去游泳；第三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
泳，下水前后都清点人数并指定救生
员做安全保护。

游泳前一定要做热身运动，如水
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
待适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游泳时，
儿童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
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参加游泳
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

3、马路嬉戏酿车祸
这些年来，由于车辆增多，交通

环境逐渐拥挤，学生在暑假出行途
中遇到交通事故的几率增大，原因
多是儿童在马路上嬉戏，或追逐宠
物所致。

暑假期间，家长也会带着孩子自
驾车出游，有时家长会让孩子坐在或
站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也不系安全
带。而一旦紧急刹车，孩子轻则撞得
头破血流，重则可能会飞出车外。

支招：家长平时应配合老师对孩
子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诸如，过马路
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要在
马路上打斗追闹等等。同时要在车
里给孩子准备合适的安全座椅；13岁
以下的孩子最好坐在后排，因为前排
的安全气囊可能伤害孩子身体；车内
最安全的位置是后排中间的座位；乘
车就要系上安全带。

4、还应该避开哪些危险？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

一般儿童伤害主要的危险为：跌倒/
坠落 25%、烧伤/电伤 16.7%、锐器伤
9.1%；7~8月是伤害发生高发期，占比
达 19.4%；发生在家中的伤害事件高
达44.5%。

很多家长认为，小区属于安全范
围，往往放松警惕，反而容易出现儿
童摔伤、碰伤、烫伤等事故。当然，外
面也不安全。小朋友喜欢在户外探
险，但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对一些奇
特的树叶、树枝、花朵、果实等，容易
被吸引采摘或误食有毒的植物。此
外，夏季是蛇、鼠、蚊虫、野狗、野猫
等动物的活跃时期，在户外遇到的几
率较大。

捉迷藏 户外环境复杂，不熟悉
地形的小朋友很容易走丢。要提前
告诉孩子在迷路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比如被拐卖、无法搜寻、坠岩等，让其
有所警惕。

气管异物 将小异物收好，如纽
扣、硬币等。如果孩子被异物卡住，
严重情况下要及时就医。

割伤刺伤 孩子很想学大人样子
干家务，家中厨具一定要放好；教导
孩子剪刀和刀具等不能当玩具，要在
成人看护下使用。

烧伤 其中做饭又是最危险的
行为。国外统计，与火灾相关的伤
害造成了全球 9.1%的儿童意外死
亡。暑假里，孩子们饿了有可能会
偷偷下厨，对此，保护的最好方法是
给家里安装烟雾报警器。还可以在
炉灶边设置一些障碍，比如锁上煤
气柜等。家长还应该密切留意户外
活动潜在的危险，篝火晚会和野炊
烧烤。另外，建议家长和孩子玩一
次火灾逃生演习。

摔落 小孩子很有可能从桌子上
跌落；大一些的孩子，摔伤危险主要
来自暑假运动和骑自行车。全球超
过4%的儿童死于跌落，另外平均每年
还有280万孩子摔伤。其中每年有高
达2.6万的幼儿和青少年从自行车上
摔下，造成脑外伤。专家建议安装护
栏和楼梯门栏，尽量在地板上给孩子
换尿布，在高脚椅上给孩子喂食时系
上安全带；大点的孩子要让他们习惯
运动时戴防护设备。

中毒 生活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毒素，如化妆品、家用清洁剂、药物里
都含有的香茅油。世界上每天有超
过300个孩子在家和有毒物质接触，
其中会导致2人死亡。因此，家长们
要把化学用品移出孩子的视线。

提防陌生人 儿童被歹徒诱拐事
件屡屡发生。而且外地到城市的务
工人员，儿童就放在自己的商铺里看
管。看上去安全，但儿童的天性顽
皮，新鲜感强，稍不注意，他们就会被
各色的诱惑吸引而走失。

避免暑期儿童意外伤害，不仅
是家长的责任，社会和学校也担负
着责任。但归根到底，家长认真关
注了儿童的安全，就最大限度地避
免了儿童的伤害。

癌症已成为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
为了早期发现，防患于未然，高危人群可
以选择防癌体检，来捕捉常规检查容易
疏漏的“蛛丝马迹”。但面对各种术语难
懂的防癌体检，很多人不知如何选择。

六类人应该特别注意
防癌体检与常规健康体检的侧重

点不同，它是一种更专业、更个性化的
体检方式。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
法对受检者进行全身的检查，目的是发
现早期肿瘤、获取受检者高危因素，从
而预防肿瘤的发生。

针对我国人群常见的恶性肿瘤，以下
6类人群应该特别注意做好防癌体检：

1、肺癌高危人群：长期吸烟者，尤
其 20 岁以下开始吸烟、烟龄在 20 年以
上、每天吸20支以上为肺癌高危人群；

有肺癌家族史者。
2、肝癌高危人群：年龄40岁以上、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或有慢性乙型、丙
型肝炎及肝硬化病史的患者。

3、胃癌高危人群：患有慢性胃溃
疡、胃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等慢性胃
病的为胃癌高危人群。

4、宫颈癌高危人群：早婚、多产、多
性伴侣、宫颈糜烂、HPV阳性大多为宫
颈癌高发人群。

5、乳腺癌高危人群：直系亲属中
有得过乳腺癌、患有乳腺囊性增生、
未生育及未哺乳者为乳腺癌的高危
人群。

6、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家族性结肠
息肉病的家族成员，结肠腺瘤综合征、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肠血吸虫肉芽肿患

者均为结直肠癌高危患者。
为不同人群定制套餐

青年男性
结合体检对象的家族史、既往史、

个人史（烟酒史）及主诉等选择相应的
检查项目。

胸部 X 光检查可作为肺部疾病的
初步筛查，如存在重度吸烟史或合并咳
嗽、咳痰、咳血等呼吸道症状时，可考虑
行低剂量肺部CT检查。

腹部彩超可作为肝胆、泌尿系统及
甲状腺肿瘤的初筛。如彩超不能确定，
可进一步选择磁共振或者超声造影检
查，必要时行 B 超引导下穿刺，以获取
病理学诊断的依据。

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可作为辅助诊
断，但肿瘤标志物的数值升高并不是一
定患癌，这些肿瘤标志物不仅存在于恶
性肿瘤，也存在于良性肿瘤、胚胎组织
甚至正常组织中。而很多已经患癌的
患者，血液的肿瘤标志物反而都在正常
值，因此肿瘤标志物并不是特异性很高
的指标，需要理性评价。

胃肠道的肿瘤是体检中容易遗漏
的部分，结合体检对象的家族史、症状
表现、粪便潜血检查结果等，必要时应
进一步进行胃肠镜检查。

对于鼻咽癌高发区的人群，常规的
鼻咽部检查也是鼻咽癌筛查的简单、经
济的手段。对于存在头痛、头晕、视力障
碍等神经系统障碍，行头颅CT或者磁共
振检查，有助于发现脑部恶性肿瘤。

青年女性
应该加强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

等的筛查。
乳腺+腋窝彩超是乳腺癌筛查最基

本的检查项目，结果异常或40岁以上，
特别是有家族史者应加做乳腺钼靶检
查，必要时行弹性成像及超声造影，进
一步还可在B超引导下穿刺，以获取病
理学诊断。

女性应在首次性生活后开始进行宫
颈癌筛查，30岁后，每年接受一次宫颈细
胞学检查，HPV感染与宫颈癌有明确的相
关性，也是作为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指标。

卵巢癌的筛查主要手段是阴道彩
超，肿瘤标志物CA125和HE4有辅助诊
断的意义。

中老年人群
随着年龄的增长，恶性肿瘤的发病

率明显升高。在青年人防癌体检的基
础上，对中老年人需要全面升级。

低剂量肺部CT可作为中老年人肺
癌筛查的常规检查手段。消化道肿瘤
是体检中容易遗漏的部分，经常在出现
症状时再去检查，已错过了最佳的治疗
时间。因此胃肠镜的检查应该在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成。

肝胆、泌尿系及甲状腺彩超是基本筛
查，有不确定时要及时升级，进一步确诊。
肿瘤标志物的检查项目也应该尽可能全
面，对恶性肿瘤的诊断和定期追踪有一定
的提示和辅助作用。PET-CT检查需要
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权衡利弊来进行选择。

时下我州正值各类野生菌盛产期，
味道鲜美的菌子吸引了不少人，野生菌
味道鲜美，经常食用菌类，对增进健康、
预防疾病有很大帮助。但是，提醒广大
群众，在品尝野生菌美味的同时，要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谨防野生菌中毒。由于
菌类品种极多，大部分群众对菌类的认
识十分有限，每年吃野生菌中毒死亡的
事件都有发生。

一、如何辨别有毒野生菌？
一般来说，毒菌的颜色比较鲜艳，

有疣，毒菌的帽子上会有疙瘩，还有的有
红斑、沟托、沟裂，有的菌子上有菌托、菌
环，一般的毒菌摘断以后会有浆汁流出
来，味道刺鼻。毒菌还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加以识别：

看生长地带 可食用的无毒野生菌
多生长在清洁的草地或松树下；有毒野
生菌往往生长在阴暗、潮湿的肮脏地带。

观外形 一般毒菌的颜色较可食用
菌鲜艳，有红、绿、墨黑、青紫等颜色，特
别是紫色的往往有剧毒，采摘后易变
色。无毒野生菌较平，伞面平滑，菌面上
无轮，下部无菌托；有毒的菌盖中央呈凸

状，形状怪异，菌面厚实板硬，菌杆上有
轮，菌托杆细长或粗长，易折断。

看分泌物 将采摘的新鲜野生菌撕断
菌杆，无毒的分泌物清亮如水（个别为白
色），菌面撕断不变色；有毒的分泌物稠
浓，呈赤褐色，撕断后在空气中易变色。

闻气味 毒菌往往有辛辣、恶臭及苦
味，可食菌则有菌固有的香味，无异味。

变色试验 用葱白在菌盖上擦一
下，如果葱白变成青褐色，证明有毒，反
之则无毒。毒菌煮熟后遇上银器往往
变成黑色，遇蒜丁变成蓝色或褐色。

牛奶试验 将少量新鲜牛奶洒在菌
表面，如果牛奶在其表面上发生结块现
象，则可能有毒。

二、有毒蘑菇中毒有那些表现？
我国的有毒野生菌有100多种，致

命性毒菌达 20 多种，其中十多种含剧
毒，较多见的剧毒野生菌为白毒伞菇、鹅
膏菌、鹿花菌等，食用后死亡率极高。中
毒表现与毒蕈种类、进食量、加工方法及

个体差异有关。
食菌中毒者绝大多数都是胃肠炎

型轻度中毒，临床表现为剧烈恶心、呕
吐、腹痛等。还有少数为神经精神型，临
床表现为头昏、恶心、呕吐，然后出现烦
躁、幻视等症状。如果中毒严重，对人体
损害极大，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或导
致休克甚至死亡。

三、野生菌如何加工？
烹调时，最好把菌子在沸水中煮上3到

5分钟，捞出后再用清水漂洗，然后再炒食。
四、食用野生菌应当注意什么？
（一）不要采摘或选购自己不熟悉的

菌类，尤其是颜色鲜艳的菌子。食用野
生菌不要杂，最好每次食用一种野生菌。

（二）采摘或买来的野生菌不要全放在
一起炒，因为种类不同的野生菌混炒容易
发生化学反应，没毒的菌子也会变成有毒
的了。加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像食用牛
肝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煮熟一下，把毒性
减低，以减少中毒发生的可能性。

（三）去市场买菌时，最好买当地群
众常食用过的，没发生任何危险的菌子，
买来后应炒熟炒透后再吃。

（四）食用野生菌时不要喝酒或尽
量少喝酒。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含
有的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
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因此，
食用野生菌时最好不要饮酒。

（五）食用完野生菌后如感不适，有
恶心、头晕、呕吐、看东西不明或幻视、幻
听症状应立即前往医院治疗，万一来不
及就医，应立即采用简易的方法和容易
找到的药物，进行催吐、洗胃、导泻或灌
肠等处理，尽快排除体内尚未被吸收的
残菌或减缓有毒物质的吸收，从而减轻
中毒程度，防止病情加重。经过这些处
理后，还要尽快转送医院诊治。

五、食用野生菌中毒主要有哪些原因？
（一）误食有毒菌类。有关部门曾

作过统计，常见的野生菌有上百种，但能
食用的菌子只有三四十种。比如有一

种极像青头菌的有毒菌，就常混杂在能
食用的青头菌中，让采菌人毫无察觉地
将其采回来，人如果吃了，悲剧自然就不
可避免地发生。

（二）加工环节出现失误。如果没有
煮熟或者炒菌的锅铲沾上了没有炒熟的
菌子，谁吃到这些菌子，就可能发生中毒。

（三）食用受污染的野生菌。一些
野生菌虽属无毒菌类，但是，如果其所生
长的地方发生了污染，或者地层下含有
磷之类有毒的矿物。误食这种地方采
来的菌子，很容易导致中毒。

六、野生菌如何保鲜？
（一）常温贮藏（10℃-25℃）
将野生菌摆放于通风阴凉处，时间

不超过2天。
（二）保鲜贮藏（2℃-10℃）
将野生菌去除泥土、杂质，洗净，摆

放于冰箱。贮藏时间不超过3天。
七、野生菌中毒后如何采取紧急自救？
食用野生菌中毒后，很快就会有恶

心等反应。中毒的人在医生救治之前，
应采取一些措施缓解毒情。为了争取
时间救治和缓解毒情，中毒的人或者其
周围的人应尽快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20；
二是在等待医院救护时，让中毒者

大量饮用温开水或稀盐水，然后刺激其
喉部，使其将胃里的东西吐出来，以减少
毒素吸收；

三是让患者饮用少量糖盐水，补充
丢失的体液，防止中毒者脱水导致休克；

四是对已经昏迷的患者不要强行
向其口内灌水，防止窒息；

五是保留野生菌样品供专业人员
救治和调查处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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