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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情报站

2020年8月25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承担的“郑
州市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中期汇报会在郑州嵩山饭店举
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就课题研究进展及郑州
长期护理服务的现状及待解难题进行交流并提出看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迎迎/文图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付雨涵
实习生 王珍珍/文图

50家头部名企，30000个优岗，
职等你来，只等你来！8月 29日上

午，“勇往职前”——河南郑州“稳就业
保民生”线上线下精准招聘会，将正式
启幕，活动将持续一周时间。

9月1日，东方今报将迎来16岁

生日，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
河南广播电视台指导支持下，东方今
报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
促进局、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推出大型公
益就业活动，别样庆生“保民生”。

就业是民生之本。为认真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六稳”“六保”的
重要精神，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
作，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的
就业难题，在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和河南广播电视台指导支持
下，东方今报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就业促进局、郑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勇往职
前”——河南郑州“稳就业保民生”线
上线下精准招聘会，承办单位为郑州
市职业介绍中心、老夏就业工作室、河
南省就业促进会人力资源经理专委
会。

活动将于8月29日启动，持续到
9月5日，求职者可登录中国中原人才
网、河南就业网、中部就业网、九博人
才网、全职招聘网和自媒体“老夏带你
找工作”，参加“云招聘”。也可于29

日上午9时，到郑州人力资源市场二
楼招聘大厅（经开区第四大街与经北
二路交叉口），参加“勇往职前”——河
南郑州“稳就业保民生”线下精准招聘
会，面对面求职。主办单位还将推出

“一站式”签约服务，同时设立职业规
划咨询台，由国家职业指导师、职业规
划师现场解疑释惑。

据了解，招聘企业都是国内头部
企业，分别是阿里巴巴、贝壳找房、哈
啰出行、京东物流、顺丰快递、富士康
集团、康师傅控股，还有省内名企UU
跑腿、三全食品、思念食品、中天建设
集团、河南一建集团、河南五建集团、
郑州一建集团、华企集团，以及河南省
现代继续教育研究院等。这些名企带
来了3万多个优质岗位，涉及数十个
专业。

为更好地服务求职者，东方今报、
猛犸新闻还开辟有新闻专栏、专版，精
选正能量的求职故事，推出“求职达人
故事”；东方今报旗下自媒体“老夏带
你找工作”推出“老夏荐优才”专区，向
社会推荐优秀人才，畅通求职渠道，帮
助大家实现高质量就业。

50家头部名企3万优岗，约吗
8月29日，东方今报联合多部门打造公益招聘会线上线下别样庆生

郑州每千名老人平均仅17张养老床位

未来五年养老护理人员需求大

近年来，郑州市委市政府以
及各相关主管部门发布了40余
项与养老服务直接相关的政策，
大大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为建
立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夯实了基
础。不过，专业技术人员和养老
服务资源相对不足仍然是郑州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待解难题。

“郑州老年人拥有的卫生
资源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卫生机构床
位数和技术人员数分别是75.2
张和91.0人，分别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2.1倍和2.3倍；但郑州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服务
机构床位17.0张，不到全国平
均水平（30.0张）的60%，距离
《加快建设郑州健康养老产业
实施方案（2018—2020年）》要
求2020年达到每千名老年人
拥有养老床位40张以上的目
标还有很大距离。”课题组认
为，无论是居家、社区还是机
构，供给总量不足是当前郑州
市养老服务业所面临的最大问
题之一。

研讨会上，课题组结合新乡
的“积分养老”、日本的地区综合
照护体系等国内外典型做法，对
郑州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提
出建议：

在郑州各区分设“地区级长
期照护服务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下设30分钟生活圈的“社区综合
照护服务站”，由主任照护经理协
调辖区范围内照护服务、医疗服
务、生活照料服务等资源，引入社
工、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共建综合
性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

针对农村地区长期护理服
务难题，建议加强初级保健和预
防服务，完善多方面长期护理服
务，加大力度建设农村护理服务
人员队伍，增大对居家护理的支
持力度，发挥农村集体合作养老
的功能，发挥邻里互助的支持作

用，并通过“医养护”结合应对农
村长期护理难题。

除此之外，课题组认为，在
长期护理服务中，还存在供需错
位的问题：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最
大的需求为医疗护理服务，而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主
要是生活照料。这种现象在全
国各地普遍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盈华等
课题组专家建议，推广建立“家
庭照护床位”，按照与养老机构
床位相同政策给予支持，解决居
家和社区养老中对医疗护理服
务的需求。

课题组同时建议，郑州应尽
快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带动护理产业发展，为长期护理
服务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

统计数据显示，郑州市60岁及以上
老年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5.6%，其中城
镇老年人占全市老年人的55%，农村占
45%；“六普”调查显示，“生活不能自理”
人员占老年人数的3%。

“伴随着城镇化率越来越高，人口自
然增长率越来越低。所以，郑州市人口
结构优化只能依靠人口迁移。但是郑州
周边的老龄化率都在郑州之上，所以郑
州市老龄人口的高龄化问题并不会因为
人口迁移改变。”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
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庆波
表示。

课题组指出，从人口结构来看，郑州
市整体老龄化的程度虽然不高，但是高
龄老人的占比偏高，而且未来的趋势不
会有较大改善。据测算，未来5年，郑州
对于养老护理服务人员的需求达近5万
人，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有较大发展空间。

“这是按照发达国家一百个老年人
4个护工的标准计算的。实际上考虑到
我们的实际情况，需求可能会更大。”中
国社科院社学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房
连泉表示，在这种背景下，对面向失能
（智）和半失能（智）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服
务需求愈加旺盛。

判断：未来5年，郑州对于养老护理服务人员需求大

缺口：
人均养老床位与全国平均水平存明显不足

解法：
设立“社区综合照护服务站”、建立“家庭照护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