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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从
日前在京举行的中国家庭
健康大会上获悉，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积极开展各类家
庭健康指导和服务，目前已
建立各类家庭健康服务阵
地超过 1万个，建立了一支
超过 70万人的家庭健康指
导员队伍。根据中国计划生
育协会相关通知，到2025年
末，家庭健康指导员要覆盖
全国90%以上的村（社区）。

家庭健康是全民健康
的基石，是建设健康中国
的关键所在。然而，相比
于我国日渐庞大的老年人

口基数和亟待提升的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单纯追求
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的量
显然是不够的，更应该着
力让家庭健康指导员在居
民健康管理、慢病防治、健
康知识科普等方面发挥更
大的效用，彰显“存在感”。

以一组更为微观的数
据为例。据相关报道，重
庆市已组建起一支 23737
人组成的基层家庭健康指
导员队伍。作为全国老龄
化程度较高的省市之一，
重庆市 60岁以上老年人有
712.1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22.16%。如此算下来，每
300位老人只能“共享”1位
家庭健康指导员。如果算
上其他年龄人群，或者按
家庭户数计算，家庭健康
指导员承担的责任无疑更
重。而更为尴尬的现实
是，在大力建设基层家庭
健康指导员队伍的背景
下，又有多少家庭对这一
群体的存在有深刻的认
知？在传播健康理念、普
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行
为、传授健康技能、开展健
康服务等诸多方面，家庭
健康指导员是否还应发挥

更多作用？
我国是拥有 14亿多人

口的大国，家庭数量超过
4.9 亿户，深入开展家庭健
康促进行动，建立家庭健
康指导员队伍，打造家庭
健康服务中心，对于推动
家庭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大
有裨益。而当务之急则
是，相关部门应指导和支
持各级家庭健康指导员深
入城乡广大家庭，开展形
式多样的服务活动，让这
支队伍真正成为活跃在群
众身边的健康贴心人，让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家庭健康指导员应有更多存在感

“老人优先”
要名副其实

贵报近日以《老人优
先窗口不是摆看的》为题
刊发社评，讲到浙江温州
的陈先生带着 79 岁的父
亲到温州市人民医院信河
院区就诊，可他们在医院
的“老人优先”窗口却碰了
壁，只能按照正常顺序等
待叫号。看了这则事例和
贵报的社评，我也想大声
疾呼：“老人优先”要名副
其实！

在各行各业都推崇尊
老敬老的背景下，如今很
多医院的“老人优先”窗口
却形同虚设，说轻些是形
式主义，说严重些是一种
违法行为。《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为老年人
就 医 提 供 方 便 、予 以 优
先”。因此，一些医疗机构
对此不予落实，可以说就
是明知故犯。在此，我希
望贵报向有关部门建议，
出台具体文件明确“老人
优先”如何操作。如此，才
能将善举落到实处。（广东
深圳 李斐章 77岁）

编辑彭臻玉回复：感
谢您的建议，我们也将在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向本
报联系的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转达相关呼声。

偌大的小区里，却难觅一
处适合老年人运动健身的场
地，与老年人能力相匹配的健
身器械也少之又少。与此形成
反差的是，现如今，在一些新建
小区，儿童娱乐设施十分齐备，
有的堪比一个小型游乐场。

我认为，重视儿童娱乐设
施建设确有必要，但也不能忽
视庞大的老年群体。客观地
说，现在绝大多数小区的适老
健身器材都是“欠账”的，即便
修修补补，也与老龄群体日益
增长的健身需求存在差距。在
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
政府部门、街道社区乃至小区
物业都应正视老年群体的诉
求，多建设一些适老的健身器
材，多提供一些专业的健身指
导。（安徽六安 汪云寿 70岁）

多些适老健身器材

随着城市化快速发
展，城区里的工业企业外
迁，一些地块上的老厂房
逐渐被废弃。老旧厂房
作为工业发展的遗存，
如果任其闲置，既占用
城市空间，又影响城市
颜值。但换个思路看，
老厂房承载着人们对过
往年代的情感记忆，有
着独特价值的宝贵资
源，如果改造得当，利用

充分，不仅让这些工业遗
存的价值再生，带来一定
的商业效益，还能延续城
市的文化底蕴，让“工业
乡愁”焕发荣光。

事实上，近年来已
有不少地方把老厂房成
功打造成了文化创意产
业园或者城市生活广
场。比如北京798艺术
区、杭州双流水泥厂、成
都市东郊老工业区等案

例 ，都 可 谓“ 跨 界 典
范”。期待各地能够从
这些城市的老厂房嬗变
中获得启示，推进工业
遗存资源升级改造，让
越来越多老厂房实现华
丽转身，变身为富有生
机、商机、活力的新地
标，成为城市的闪亮一
隅，以及市民吃喝玩乐
的好去处。（江苏宿迁
刘予涵）

期待更多老厂房焕发新活力

为引进高层次养老服务人才点赞
仗义执言

北京市民政局等六
部门日前印发《北京市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建设行动计划（2023
年—2025 年）》，提出实
施养老服务人才“拴心留
人”工程，完善养老服务
人才引进及积分落户相
关政策，明确非京籍高
层次养老服务人才可按
照政策办理人才引进或

积分落户加分。
滚滚而来的银发浪

潮，呼唤更多养老服务
人才。在价值实现路
径越来越多样化的当
下，只有给予养老服务
人才更多的激励和回
报，才能为人才“枯竭
已久”的养老行业注入
更多“源头活水”，才能
真正让人才“干得好、

用得上、留得住”。以
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
策、积极的行动应对人
口老龄化，是一个成熟
社会应有的姿态。对于
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
而言，高层次养老服务
人才可按人才引进或积
分落户加分，本质上是
一种“制度补血”。（湖北
武汉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