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少夢想終成真 探索養老新模式

宋華西夫婦年少時的夢想，和二
人的身世不無關係。他和妻子都是
很小失去父親，被母親含辛茹苦養

大。為減輕母親的負擔，二人從求
學期間就開始勤工儉學。1990年5
月，帶着對母親的感恩之心，兩人
在大明湖畔許下誓言，要在家鄉建
一所最好的養老院，讓自己的母親
住進去頤養天年。讓宋華西遺憾的
是，兩位母親並未等到養老公寓建
成便離開了人世。他把養老公寓的
老人們當成自己的父母，朝夕相
處、同吃同住。
清晨，宋華西和老人們一起練太
極，傍晚，則陪阿姨們一起跳廣場
舞。「這裡不像養老院，更像一個
家。希望老人們在此享老養心，返
老還童。」據了解，為辦好這個老
年公寓，宋華西曾經走訪了全國數

十家老年公寓，還重回母校山東大
學攻讀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的研
究生，他的碩士畢業論文就是《新
型老年公寓的發展路徑及政策優化
探析》。宋華西要探索的是融居家
養老和機構養老為一體的全新養老
模式。夫妻二人將老年公寓定名
「御花園」，就是希望老人都能過
上御花園般的皇家生活。
在宋華西看來，機構養老並不能

滿足日益龐大的老年人群，未來着
眼於社區連鎖經營的智慧養老機構
將會是一種發展趨勢。他準備近期
在此方面進行一些嘗試。「希望每
位老人都老有所依、老有所養，幸
福養老路上一個都不能少。」

■■宋華西認為宋華西認為，，社區連鎖經營的社區連鎖經營的
智慧養老機構是未來發展趨勢智慧養老機構是未來發展趨勢。。

「幸福養老路一個不能少」
28年前，尚在山東大學就讀的宋華西和女友在濟南大明湖畔許下誓

言，待有錢要在家鄉建一所最好的養老院，為母親及更多老人提供家的

溫暖。而今，二人早已結為連理，年少時的夢想亦已實現。2012年起，

宋華西用其多年經商所得籌建煙台御花園老年公寓。作為全國醫養結合

試點和首批愛心護理工程建設基地，目前老年公寓已有700人入住。宋華西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採訪時表示，希望每位老人都老有所依、老有所養，幸福養老

路上一個都不能少。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殷江宏 攝

中國老齡辦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
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41億人，佔總人口
17.3%。隨着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已成為近
年來備受關注的熱點話題。特別是失能及部分失能
的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建立醫療和養老功能緊密結
合的服務體系更顯得迫在眉睫。山東省政協委員、
在養老行業深耕多年的宋華西今年提交了《關於解
決制約山東創造醫養結合示範省創建瓶頸的建
議》。在他看來，缺乏專業人才和全科醫生，成為
眾多養老機構發展「醫養結合」模式的攔路虎。

醫養結合門檻較高
在眾多養老方案的探討中，醫養結合是當前比較
認可的模式。2016年，醫養結合被正式寫入民政
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事業發展第十三個五年
計劃》，同年6月，國家衛計委聯合民政部發佈了
首批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單位名單。至去年10月，
內地已有29個省份出台省級醫養結合實施意見。
「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存在的投入成本高、利潤
低等建設問題，以及醫生資源緊張、內設醫療機構
較難納入醫保定點等發展問題，均成為阻礙養老機
構發展的瓶頸。」宋華西建議衛計部門降低日間照
料中心內設醫療機構人員、面積、設備等配置標
準，人社部門相應降低醫保定點准入門檻，提升現
有日間照料中心資源的利用空間。同時，建議養老
機構內設的醫療機構，均可以享受醫保政策，加強
醫養結合養老機構全科醫生專業人才的培養，鼓勵
醫務人員從事老年醫療護理工作，保障養老機構的
醫務人員在職稱晉升、科研評獎等方面的待遇，鼓

勵優秀人才輪崗服務。

專業性市場化待提升
近幾年來，日間照料中心在數量上有了很大程度

的提升，但是護理專業性和市場化等方面存在問
題。宋華西建議民政部門擴大日間照料中心執業服
務範圍，允許日間照料中心提供連續24小時照護服
務，利於滿足周圍失能失智人員多樣化照護需要。
「目前全省養老機構一半以上處於經營虧損狀

態，根本養不起醫護人員。」宋華西建議逐步改
變日間照料中心的運營模式，引入專業組織託管
運營，對於不能自理的老人，日間照料中心可通
過向社會購買服務方式，引入專業護理人員，向
接受服務的老人適當收費，對於無法承擔養老機
構高額護理費用的老人，可由政府補貼一部分護
理費用。

倡推廣職工長期護理險
針對許多失能失智老人存在住不起養老院的情

況，宋華西建議推廣職工長期護理險和居民長期護
理險。以山東為例，目前山東省只有青島、濟南、
日照、濰坊、淄博、聊城、煙台開展了職工長期護
理險。山東省政府在2017年4月份下發了《關於試
行職工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意見》，提出要利用3
年左右時間在全省全面建立職工長期護理保險制
度。目前，煙台計劃2018年開展職工長期護理險，
居民長期護理險開始試點。宋華西建議各地均應推
廣職工長期護理險，並在兩年內全面推開居民護理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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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政協委員宋華西山東省政協委員宋華西。。

于魯冀，河南省政協委員、省政協人資環委委員、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教授、鄭州大學環境

政策規劃評價研究中心主任。上世紀80年代初畢業於生物環保專業的他，遇上中國環境保護事業

第二個歷史發展時期，便積極投身到環境保護工作中。在環保機關、大學默默從事了30多年相關

工作的于魯冀利用在工作和科研中的經驗積累，多次通過政協提案等方式為環境保護工作建言獻

策，許多成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充分肯定與採納。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戚紅麗 河南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戚紅麗 攝

投身環保三十載 專業積累助建言

任重道遠 畢生積累獻給環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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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剛從生物環保專業畢
業的于魯冀，滿懷對環保工作的憧憬

和工作熱情，積極投身到環境保護工作中。
30多年來，他擔任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
教授、鄭州大學環境政策規劃評價研究中心
主任、河南省政協人資環委員會委員和農工
黨河南省委委員，並兼任農工黨河南省委人
口資源環境工作委員會主任、河南省環保產
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河南省水污染治理
與河湖生態修復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理事
長等社會職務。在不同崗位上，他通過嚴謹
的教學將環保新知識傳授給學生，並以多種
形式的技術諮詢將環保新技術提供給企業和
管理部門，還通過國家重大水專項的研究提
升了政協建言獻策的質量。
儘管已是環保業內較有影響的專家，于魯
冀仍堅持奔走於環保工作一線，彼時他正往
返於許昌和鄭州之間，忙於國家重大水專項
「清潩河流域水環境質量整體提升與功能恢
復關鍵技術集成研究與綜合示範課題」相關
研究及示範工程建設。也許是對工作時間的
珍惜，他開門見山直奔主題，講述了他自
「十一五」初與國家重大水專項結下的不解
之緣，在環保問題極受重視的今天，作為政
協委員，如何用科研成果參政議政，保證建
言和專業聲音在環保領域有一定分量。

于魯冀在環保領域的30多年，既是改革
開放、經濟騰飛的30多年，也是中國環境
保護發生巨大變革的30多年。
上世紀80年代初，正值中國環境保護工

作由起步階段向探索階段轉變的重要時期，
國家提出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要
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為貫徹這
一方針，建立了環境影響評價及「三同時」
等制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于魯冀帶領團隊重點開

展了河南省環境治理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等
工作，完成了多項重點治理工程和環評項
目，同時他也逐漸認識到僅憑單個環境工程
和諮詢服務手段對解決流域和區域層面的水
環境污染複合型問題效果十分有限，必須堅
持治、管並重多手段協同，而當時河南省無
論在技術還是管理上的儲備均顯得不足。

轉攻治水專項 培養治理人才
為此，于魯冀毅然帶領團隊轉型科學研

究，進行了環境經濟政策、環境管理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2006年，他帶領團隊開始接
觸國家重大水專項，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
一轉型決定促成團隊在國家舞台上嶄露頭
角，而這也成為近十餘年來他的工作重心。
自「十一五」國家實施水體污染控制與

治理重大專項以來，于魯冀參與了淮河項
目的立項調研、課題設置和申請等全部過
程。在此期間，他還擔任河南省水專項管
理辦公室技術組組長，助力完成了河南主
持的以及涉豫的多個課題，「十一五」水
專項在河南省的實施，培養了一批優秀的
水污染控制治理人才。他帶領團隊參與完
成了國家重大水專項政策主題和一系列省
部級環境經濟政策課題，在生態補償機
制、總量預算、排污權交易等環境經濟政
策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受到相關部門充
分肯定，並在實際工作中得到應用。在生
態補償研究中提出的階梯式補償理念被應
用於河南省和全國的相關生態補償機制制
定工作，總量預算研究成果得到環保部的
認可並在河南召開了全國現場推介會。
為此，清潩河課題組將研究重點集中在水

環境質量整體提升和水環境功能恢復上，針
對典型流域存在的「水質」、「水量」、
「水生態」、「水管理」四個關鍵問題，通
過技術突破與綜合示範，提出了流域和區域
層面的水環境保護工作「三階段」理論和獨
具特色的「點-線-面-管」小流域系統治理創
新模式。其中 ，「點」指的是產業集聚的
區域，「線」為河道/河岸帶，「面」則指
向農田面源，同時從這三個角度出發，于魯

冀希望能夠在實現水質目標「管」理的同
時，形成系統治理空間上的三位一體，該課
題成果充分體現了「治」、「管」並重的環
境治理核心，並為于魯冀參政議政提供了重
要支撐。
「十二五」期間，在主持環境經濟政策研究
的同時，于魯冀又帶領團隊投入水生態保護研
究領域，主持或參與了「十二五」淮河項目賈
魯河河道生態淨化、淮河流域（河南段）水生
態修復等國家重大水專項課題，攻堅克難，着
重研究和突破水生態修復與污染控制技術。
厚積才能薄發，自2014年開始，于魯冀

帶領由南京大學、北京林業大學、生態環境

部華南研究所等單位科研人員共同組成的國
家重大水專項清潩河課題團隊，針對沙穎河
水系中典型的支流清潩河開展立項調研，並
作為課題負責人主持承擔了「清潩河流域水
環境質量整體提升與功能恢復關鍵技術集成
研究與綜合示範課題」。
「清潩河天然徑流匱乏，人工干擾嚴重，

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污染排放和集約化農
業面源污染疊加，具有典型混合型污染河流
的特點。」在他看來，這些問題不僅是淮河
流域，也是中國整個北方基流匱乏地區水系
的通病，一旦破解，將為淮河乃至整個北方
地區河流治理發揮重要的示範作用。

除依託科研成果產出高質量的提案外，于魯冀
結合自身專業優勢，還積極參與省政協和農工黨
河南省委組織的各項調研、座談活動，如鄭州市
和許昌市水污染防治情況、河南省美麗鄉村建設
情況調研等專題調研工作，在調研過程中積極建
言獻策，並將調研成果進一步整理轉化為提案，
其個人也獲得了農工黨優秀黨員、優秀參政骨幹
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先進工作個人等榮譽。
通過數十年科研積累，于魯冀團隊作為主要技

術支撐團隊為近年來河南水污染攻堅戰、「水十

條」等重大政策的起草和制定作出了突出貢獻。
國家對環境的重視，中央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
金山銀山」，讓他看到了國家治理環境污染的決
心，也堅定了通過參政議政助推打好環境污染攻
堅戰、將畢生積累貢獻國家環保事業的信念。
成為河南省政協委員之後，于魯冀依託其主持

的國家重大水專項清潩河課題研究成果，相繼提
出了《「治」「管」並重加強城市黑臭水體長效
治理》、《全面實施「點-線-面-管」流域水環境
綜合治理模式 保障水污染防治攻堅戰目標實

現》、《改善河流環境流量 優化水（環境）功能
區劃實現河流「量」「質」統一》等系列提案，
其中關於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提案得到了省長陳潤
兒的親自批示。此外，于魯冀結合多年實踐經
驗，近三年還提交了土壤污染防治、城市規劃中
預留風道的設置等其他提案10餘項，這些提案大
多獲得批覆或被省政協確定為重點督辦提案，他
的專業知識和項目研究成果為參政議政奠定了堅
實的基礎，也使其提出的建議更具有理論和實踐
意義。

■■于魯冀在河南省政協會議上發言于魯冀在河南省政協會議上發言。。

■■于魯冀于魯冀（（左一左一））走訪治理區域走訪治理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