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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阶段的养老模式转型思路下，医养结合的全新养老模式已经得到全面的普及与推广，充

分展现了医养结合模式融入现代养老体系的重要实践意义。医养结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融合老年人

的日常生活服务以及医疗护理服务，旨在为老年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服务方式，确保老年人的各种

健康疾病隐患都能得到及时的察觉。具体在完善与优化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实践过程中，相关部

门需要明确制约医养结合模式转型的具体要素，运用科学手段来完善医养结合模式。 

[关键词]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制约因素；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Integrated Medical Care for the Aged and Its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Yameng Hao 

Beijing Colleg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raining Center)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think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age care model, the new old-age 

care model combining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has been widely popularized and promoted,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he integrated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model into the modern elderly care system.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medical care integration model is to 

integrate the daily life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with medical care services, aiming to provide the elderly with a 

higher level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to ensure that various health diseases of the elderly can be detected 

in time. Specifically,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old-age care 

model combining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car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elements 

that restri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cal care integrated model, and use scientific methods to improve 

the medical care integrated model. 

[Key words] the model of integrated medical care for the aged; constraints; perfect countermeasure 

 

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特征就在于全

面融合老年人的日常健康护理、医疗体

检、基础养老服务以及身体康复训练，

对于单纯实施养老模式以及医疗模式的

传统实践思路予以有效的突破，提升针

对老龄化群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水准。

进入新时期后，医养结合模式已经得到

了相关养老机构的全面关注，而且现有

的医养结合基础养老服务设施体系也在

不断得到优化与健全。面临老龄化的全

新背景与趋势，医养结合模式在当前实

施的养老服务体系中表现为非常显著的

实践优势。 

1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基本内

涵及优势 

医养结合的全新养老服务模式内涵

在于全面融合针对老龄化群体的日常康

复护理、医疗服务以及日常生活服务，

运用精准化的思路与视角来推进现代养

老服务体系的全面完善，致力于老年人

日常生活与医疗服务总体实施水准的提

升。进入老龄化的新时期，医养结合模

式日益呈现出以人为本的显著优势，因

此得到了各地养老机构以及老年人群体

的认同。近些年以来，医养结合的重要

养老服务模式正在全面予以推进。相关

部门通过全面推行医养结合模式的举

措，客观上达到了老年人服务能力显著

增强的目标，有助于老年人在接受优质

养老服务的同时，享受到更高水准的现

代医疗服务，针对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的

老年人及时予以必要的医疗救治。因此

可以判断出，医养结合模式的目标与宗

旨就是要全面优化老年人的整体医疗服

务水准，旨在促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

量提升以及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 

2 制约医养结合模式发展的主

要因素 

首先是医养结合的实施过程欠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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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资源支撑与保障。在现行的养老服

务体系框架下，全面推进医养结合各项

举措的有效落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影

响。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医养结合的重

要实践举措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前提就

是要提供充足的养老资源与经费作为支

撑。现阶段的养老服务社区机构、敬老

院以及其他的养老机构整体上仍然呈现

专项经费欠缺的情况，那么将会阻碍医

养结合举措的全面推进。在此种情况下，

某些养老服务机构无法做到为老年人提

供健全的日常医疗保健服务，严重影响

到医养结合实效性的提高。 

其次是医养结合的具体实施人员未

能达到良好的专业水准。医养结合的重

要支撑因素就在于该领域的专业医疗人

员以及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员，然而在

目前看来，医养结合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过程仍然欠缺专门人才用于提供保障。

具体作为养老院以及社区的专业养老服

务机构来讲，上述机构目前虽然已经具

备了专门护理与照料老年人日常起居的

养老服务人员，但是针对老年人常见的

各类健康疾病隐患并没有做到实时进行

监测。此外，某些养老服务人员本身欠

缺完整的医养结合专业知识体系，因此

阻碍了养老服务综合质量的提升。 

再次是医养结合的相关负责部门之

间没有做到紧密配合。医养结合举措并

不是仅限于某个特定的养老服务机构，

而是必须充分依赖于各个部门与机构之

间的有序协作配合。但是在目前看来，

很多地区的社保部门、专业养老机构以

及当地政府部门并未达到有效协调的目

标，此种现状客观上将会导致医养结合

的各个具体实施环节无法得到切实的保

障，阻碍了医养结合实效性的全面发挥。

由此可见，相关部门之间必须全面增大

现有的协同配合力度，尤其是政府部门

必须要为医养结合的各项基本举措实施

提供资源支撑与政策扶持。 

3 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具

体实施思路 

3.1突显以老年人为本的医养结合

模式实施宗旨 

医养结合模式必须建立在养老服务

的前提与基础上，旨在改善老年人的整体

生活质量，通过实施更为完善与健全的养

老服务以及医疗保障服务来改善老年人

现有的生活水准。因此，医养结合模式的

基本宗旨就是要突显以老年人为本的思

路举措，不断致力于老年人各项养老服务

需求以及日常保健需求的全面满足。唯有

如此，医养结合的全新养老服务体系才能

获得旺盛的生命活力。例如针对存在情感

孤独倾向的老年人在全面提供医养结合

服务的过程中，作为社区服务人员以及其

他的专业养老服务人员都要保证耐心倾

听老年人的内心情感波动状态，运用微信

以及其他的多种信息化手段来提升老年

人的心理咨询服务水准。作为社区的养老

服务人员有必要做到经常陪伴老年人，为

老年人创造温馨愉悦的日常起居环境，进

而让社区老年人感受到温暖的社区养老

服务氛围，帮助老年人摆脱孤独抑郁情绪

导致的心理困扰。 

3.2培训专业化的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人才 

专业化人才构成了医养结合模式得

以全面实施的根本前提与保障，因此决

定了相关部门对于现有的医疗人才队伍

以及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应当予以全方位

的专业培训，依托专门性的人才培训手

段来实现医养结合模式整体运行效率的

优化与提高目标。具体针对该领域的专

门养老服务医疗人才队伍在实施全方位

的人才培训时，应当将人才业务培训的

侧重点落实于老年人各项体征的实时性

监测，逐步增强上述专业人员为老年人

提供日常健康咨询的业务水准，充分保

证老年人对于自身的各项生命体征能够

做到全面加以了解，及时获取相应的健

康咨询信息。 

3.3优化改造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空间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是否具备舒

适性以及安全性，根本上决定了医养结

合模式的总体实施效果。为此，相关部

门针对老年人所在的日常起居空间以及

日常活动空间都要致力于科学布置，致

力于创造舒适安全的老年人日常活动场

所。对于社区敬老院在优化室内的建筑

空间布局时，应当将颜色清晰并且色彩

较大的门牌悬挂于老年人所在的居室门

口部位，方便老年人进行区分，充分考

虑到老年人视觉能力逐渐衰退导致的日

常生活影响。建筑设计人员有必要全面

关注于室内细节设计，旨在为老年人创

造舒适程度更高的建筑室内环境。建筑

物的室内细节设计往往能够真实反映出

建筑设计人员是否能够真诚关怀老龄群

体，关注老年人的基本人身安全需求。 

针对敬老院的建筑室内整体布局来

讲，建筑设计人员应当单独布置老年人

专用的棋牌室以及其他娱乐场所，让老

年人感受到日常娱乐带给自身的精神层

面满足感，避免老年人感到日常生活十

分枯燥，致力于全面提升老龄群体的幸

福感。起居室以及卫浴空间属于老年人

出入频率较高的建筑室内场所，以上的

建筑室内场所能否保证达到安全性的基

本设计标准，直接取决于医养结合模式

的整体实施效果。为此，建筑设计人员

必须选择平缓与防滑的卫浴空间地面建

筑材质，避免老年人由于卫浴室内地面

积水而造成滑倒的事故。此外还必须重

点关注室内卫生间的整体空间构造设

计，对于蹲便器等重点的建筑结构部分

实施整体性的结构改造与优化。建筑设

计人员针对老年人日常居住的起居室有

必要合理选择室内的墙体背景颜色，重

点关注室内门窗结构部位的安全性。老

龄群体不仅具有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层面

需求，而且还具有提升自身精神生活层

次的需求，坚持医养结合模式应当体现

为满足多层次的现代养老需求。 

4 结束语 

作为目前全新的养老服务模式而

言，医养结合模式具有提升养老服务水

准的重要实践价值，因此值得被普及于

现阶段的养老服务领域。近些年以来，

医养结合模式已经得到了全方位的完善

改进，充分证实了医养结合举措对于提

升老年人幸福感以及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的重要价值。未来在实践中，医养结合

模式仍然有待加以不断的改进调整，相

关部门有必要深入结合医养结合模式现

有的缺陷与阻碍因素，探索医养结合服

务模式的科学转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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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目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背景中，开始全面实践职业教育 1+X 证书制度，此制

度是对职业教育进行有效治理以及顶层设计优化的重要举措。其能全面适应职业教育内涵建设要求，

对技术性人才培养体系有效建构。在职业教育 1+X 证书制度中有效回应了市场需求与学历教育的价值

诉求，能全面实现职业教育与市场发展属性的有效统一，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现阶段对职业教育 1+X 证书制度进行有效试点，要注重突出政府部门协同治理作用，发挥企业参与、

实施主体、政府协调治理等作用，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体系结构。 

[关键词] 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on Path of “1+X” Certificate Syste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Zimiao Cai 

Dongguan Polytechnic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y country’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top-level design optim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can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ly construct a 

technical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ffectively responds to 

market demand and the value demands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fully realizes the effective un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attributes.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t this stage, the effective pilot of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highlighting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rol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iving play to the roles of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mplementation entities, and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ystem structure.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1+X” certificate system; innovation path  

 

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是新时期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能有效优

化现有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还能实现

产学研融合发展。“1”对应学历证书，

就是在规定学制系统内完成特定的教育

教学任务，通过学历教育院校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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