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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
举措，我市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重庆市促
进银发经济发展增进老年人福祉工作实
施方案》。昨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坚平进行了解读。

重庆老龄化的程度比较高，2023
年，全市65岁以上人口超过600万，人
口老龄化率达到18.9%，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3.5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高居首
位。近五年，全市老年人口规模年均增
长23万，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市发展改革委、市
经济信息委、市民政局、市文化旅游委、
市卫生健康委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实
施方案》。李坚平介绍，该方案充分聚焦
群众关切和市场需求，注重事业和产业
的良性循环、相辅相成，将“解难题、扩供
给、育产业”作为关键着力点，从四个方

面细化提出20项工作举措。
一是实施服务兜底工程。从“关键

小事”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围绕老年助餐
服务、居家助老服务、社区便民服务、老
年健康服务、养老照护服务、老年文体服
务、农村养老服务、老年人权益保障8个
方面提供老年人急需的高频服务，分别
提出具体工作举措。例如，开发“渝悦养

老”助餐服务模块，促进资源整合与共
享，逐步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
人”；鼓励家政企业与养老机构合作，
发展多业态“家门口”养老服务。

二是实施供给扩容工程。重点抓
好培育银发经济经营主体、打造银发经
济产业集群、壮大银发经济品牌、开展
高标准领航行动、繁荣银发消费市场等

5项重点工作，通过高质高效的供给创造需
求，提升银发经济整体规模。以“银发消费”为
例，提出在社交通讯、生活购物、电子游戏等领
域，开展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在打破“数字
鸿沟”的同时，为银发群体提供更多消费便利。

三是实施产业培育工程。围绕老年用品
开发创新、智慧康养、康复辅助器具、抗衰老、
养老金融、旅游观光、适老化改造7个前景好、
潜力大的产业，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促
进多元业态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需求。例如，拓展老年医疗旅游、观
光旅游等业态，推广怀旧游、青春游等主题产
品，积极回应老年群体“诗和远方”新需求。

四是要素保障。从加强科技创新应用、
完善用地用房保障、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推进
人才队伍建设、健全数据要素支撑五个方面提
出一揽子支持政策，切实把实事办好。同时，
提出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评价监测、加强宣
传引导，推动银发经济发展任务落地落实。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争分夺秒送至重庆抢救
宜宾1岁患儿脱险

2024 年 11 月 25 日夜间，伴随着
120的鸣笛声，一名进行ECMO（体外膜
肺氧合）转运的危重患儿成功从四川宜
宾转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两江
院区，“到了重庆，我就放心多了。”患儿
家长激动地说。

这名1岁患儿因“咳嗽3天，气促1
天，加重半天”，于11月24日2:00收入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宜宾医院重症医学
科。“虽然医生使用了机械通气等方法，
但是娃儿血氧饱和度反复下降，非常危
险。”宜宾医院重症医学科负责人皮丹丹
紧急请示汇报后，马上联系重医附属儿
童医院本部重症医学科刘成军主任，经
充分沟通后，决定迅速启动ECMO跨省
转运，争分夺秒挽救患儿生命。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患儿安全抵
达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两江院区重症医学
科。11月29日患儿成功撤离ECMO，
11月30日患儿成功撤离呼吸机。近日，
患儿康复后已出院回家。卢思为医生告
诉记者，宜宾医院作为由院本部牵头建
立的区域医学中心，地处川南并服务周
边儿童健康。此次抢救成功在于两院区
医护人员充分有效沟通、快速高效协同，
将危重患儿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急救“网通”好给力
让两地伤员更快就医

急救要求争分夺秒，四川隆昌一带
的居民对医疗协同实施后带来的便利有
更深体会。不久前，隆昌120调度指挥
中心接到一名年轻女子的求助，“我和男
朋友骑摩托车摔了，他昏过去了，请你们
快点来！”通过报警定位发现，事发地离
荣昌更近。随即，隆昌120将信息“秒
转”荣昌120，荣昌 120根据“就近、就
急”原则调度安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值班车组前往现场，同时根据预判“患
者病情危重程度”调派荣昌区人民医院

院前急救人员前往增援，让车祸伤员得
到最快的救治；由于现场处理及时，经过
手术抢救，伤者迅速脱离危险。

川南渝西打造的2小时卫生应急救
援圈给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荣
昌区与四川省泸州市、内江市、资阳市共
同签约并积极参与跨界毗邻地区紧急医
学救援工作。两地参与毗邻地区联合应
急保障工作10余次，共计派出120救护
车197次，接送患者170余人次；2023
年实现10秒摘机率99.5%、3分钟出车
率98.63%、院前急救平均反应时间14
分46秒、院前CPR成功率达15.62%，这
些变化让两地群众可观可感。

医保缴费和检查结果互认
惠及川渝群众

近日，市民李秋云到重庆市人民医院
看病，细心的她保留着去年来该院看病的
费用清单，对比发现耗材价格下降了不
少。其实，这一细小的变化离不开一项名

为“川渝采购联盟降低医院采购成本项
目”的实施。此举的价值在于让“集采”在
川渝地区更深入，真正惠民利民。

来自市卫健委的统计，作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川渝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地互认机构
由413家增加至935家，覆盖川渝两地所
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互认项目
由112项增加至161项，四川互认系统也
于2024年12月与我市“渝悦·医检互认”
应用成功联通，预计调试完成后即可顺
利上线。目前，该应用已在全市实现
1238家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并依托“渝
快办”平台向全市2万余家诊所、村卫生
室等所有民营和基层医疗机构开放调阅
渠道；平台上线1年，已实现调阅975.33
万人次，因调阅和互认减少重复检查
78.85万人次，降低医保基金支出7000
余万元，为群众节约就医费用1.76亿元。

“这个政策出到了我的心坎上，太感
谢成渝两地的各级医保局了！”今年50
岁的市民余木惠说，自2024年3月1日

起，在重庆市和成都市两个统筹区开展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互认，这让
她可以少补缴医保年限38个月，较原政
策少缴3万余元，“我太高兴了！”

据重庆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成渝两地职工
医保实际缴费年限互认重庆地区已办理
154例。此外，2024年前三季度，重庆
市参保人到四川省就医直接结算256.28
万人次、医疗总费用12.02亿元；四川省
参保人来渝就医直接结算373.71万人
次、医疗总费用30.31亿元，较2023年同
期分别增长42%、13%。

医疗协同为川渝人民
筑牢卫生健康“保护网”

从2022年6月起，重医附一院积极
开展“川渝三级医院跨省交叉帮扶县级
医院工作”。2023年7月，该院与华蓥
市人民医院签订合作协议，携手共建紧
密型医联体；2024年9月~10月，该院先
后与达州市达川区人民医院、岳池县人
民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两院正式挂牌“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达州医院”
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岳池医
院”。重庆大医院对川东北、渝东北地区
的帮扶只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医疗协
同的一个缩影。

此外，成渝医疗多领域协作成效显
著——电子健康卡互认持续扩面，川渝
两地共2338家公立医疗机构实现电子
健康卡“扫码互认”，其中，重庆市1294
家，累计互认9.84万次，四川1044家，
累计互认 137.72 万次；两地共建形成
《成渝地区短缺药品监测信息共享规
则》，交换监测信息10期，短缺药品处
置时间缩短至5天；深化川渝毗邻地区

“120”跨界协同，完成系统对接，建立
“重庆+广安、万州+达州”联合急救调
度指挥机制，开展“120”跨界服务679
次，为成渝双城经济圈人民群众夯实筑
牢卫生健康“保护网”。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摄影报道

重庆四个工程让600万老人“渝悦养老”

川渝医院牵手
为两地群众筑牢卫生健康保护网

“来大足比走安岳县医院还近。”2024年12月25日，来自四川省安岳县的居民李
光兰躺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神经外科病床上休养。3天前，她接受了手术，需
要住院2周左右才能出院，“出院时，我用四川医保卡就能在大足医院实现异地结算，非

常方便。”李光兰老家在安岳县石羊镇，离大足城区比安岳县城还近，而最令她感到放心的是，重医
附属大足医院还是三甲医院，这比在老家看病更有“性价比”。其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实
施以来，不仅让川渝人民享受到更快捷的医疗服务，检查检验结果和医保卡缴费年限互认更是惠
民利民；同时，川渝医院的医疗协同也让四川毗邻重庆的地区医疗水平“水涨船高”。

惠源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护士在给
老人做血糖检测。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花溪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志愿者
带领老人们一同做算术题。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急诊科经常收治四川省安岳县病人，川渝急救“网通”
让两地伤病员更快得到救治。

唱好“双城记”
打造增长极

五年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