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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安文元

政协委员曲木兰针对老年健康公益课程的推广

与普及，提出建议，旨在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构建系

统化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

求。

在社会老龄化问题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的背景

下，如何让老年人得到更丰富、准确的健康知识就显

得尤为重要。曲木兰委员表示，目前全国很多城市

都在围绕《健康中国行动》，以维护老年人健康权益

为中心，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

求为导向，出台政策、采取措施，促进老年社会环境

更加友善。一直以来，深入社区的老年人健康公益

课程形式多样。社会各界、各方力量都在做老年健

康服务，却苦于散和乱，不能更有效、更长效地为老

年健康教育保驾护航。她建议，应针对老年健康公

益课程采取具有全局性、系统化、精准度的措施，整

合社会资源、整体布局、强化监管，构建老年人信得

过、学得着、用得上的健康公益课程服务体系。

曲木兰委员建议，我市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构建“市-区-街（镇）-社（村）”

四级老年健康公益课程推广制度；按照老年健康公益

课程所涉及的领域和门类，建立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

库和老年健康教育学习资源库，整合社会资源、多元

融合公益力量，根据全市统一部署，以全媒体发布、开

发App及直播等方式，建设开放共享的老年健康公益

课堂推广学习机制，面向老年人普及预防疾病、早期

发现、及时就医、合理用药、自救互救、心理关爱、营养

膳食等维护健康的知识与技能，扎实提升老年人健康

素养水平。

同时，健康公益课程除了保健常识还应包括老年

体育健身活动和文化文娱活动的内容，引领倡导积极

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老年人群积极参与健身和文化

活动，加强体育锻炼、丰富精神生活，提高老年人的健

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并且，要对老年健康公益课程深

入城乡社区（村）工作进行统筹指导，对课程质量、师资

水平、社会力量参与服务的能力进行监管，将授课频

次、听课人数、授课效果纳入考核，为老年人创造时时

可学、处处能学的终身学习生态。

文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安文元

图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高强

养老问题关系到民生福祉，也是每个人都会面

临的问题，在本次政协会议上，众多政协委员围绕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产业创新发展及养老专业人

才培养等关键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们积极提

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旨在通过政策引导与社会力

量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我市养老服务体系，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打造东北知名银发颐养胜地

杨思侠委员认为，近年来，我市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发展趋势，不断丰富养老产品供给、完善养老服

务体系，适老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银发经济

仍处于培育发展初期，消费需求尚未激活、市场主体

规模不够、生产要素保障不足等。他建议，我市应制

定银发经济专项规划，加强龙头企业招引，发挥品牌

带动效应，实现引育一个、跟进一批、带动一片的集

群效应，发挥其文旅与康养、食品健康与康养、医疗

体验与康养的品牌优势，打造东北知名银发颐养胜

地。

加强居家养老领域专业人才建设

郭晓红委员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

大多数老年人未来都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其服务质

量和发展水平备受关注，而居家养老专业人才是保

障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关乎众多老年人能否享受

到优质、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建议我市应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鼓励市内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扩大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提升人才专业素养，制定统一规范

的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标准和课程体系，内容涵

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心理关怀、安全防范等多个

方面，确保培训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县域养老服务不容忽视

张春利委员则把目光转向了县域养老上，建议

根据辖区老年人数量增长和养老需求的发展，按照

逐步建立县级中心敬老院和老年公寓、乡镇敬老院、

村（社区）幸福院或日间照料中心、民办养老机构四

级联动的养老服务格局要求，编制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对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布局、规模、资

金和用地指出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使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有据可依。并且，在社区建设和新农村建

设中，按照就近方便、灵活多样、功能配套的要求，建

设和设置一批老人活动场所和设施。进一步普及老

人服务热线、呼叫系统等，并与医疗单位保持24小时

连接，使老年人能够及时得到服务和救助。

将供热温度提高到20℃

政协委员张志明指出，2012年5月1日

起施行的《大连市供热用热条例》第二十四条

规定“因气温变化等特殊原因，市或者县（市）

人民政府可以调整供热用热期。供热用热期

全天室内温度，居民用户卧室、客厅不得低于

18℃，其他有用热设施的房间不得低于

16℃。”后续的历次条例修正都延续了这一说

法。这一规定已不能满足广大市民的生活需

求。

“我市人口老龄化加大，居住面积扩大，

居民室内温度为18℃，这个温度青壮年尚可

接受，对于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和抵抗力差的

儿童来说有些偏低，对于有病人的家庭来说

更显温度不够。据医学专家认为，18℃至

25℃比较适合人的居住，而23℃为最佳。”张

志明认为。

张志明表示，2018年辽宁盘锦市、2021

年黑龙江省、2022年宁夏银川市修改城市供

热条例或相关政策，将居民室内最低温度由

18℃提高到20℃。他建议我市有关部门参

考相关省份、城市做法，将居民供热温度最低

标准提高两摄氏度，达到20℃，实现“达标供

热”向“舒适性供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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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标供热”向“舒适性供热”转变

将20℃作为达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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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的最低供热温度确定为18℃，迄今为止已经12年之久。这个温度对于老年人和抵抗力差的

儿童来说有些偏低；大连冬天气温远远高于东三省平均水平，以18℃作为达标温度不太合理；另外很

多采光好的小区，即使报停室内温度也可以达到18℃……本次会议期间，多名政协委员建议，我市应

从实现“达标供热”向“舒适性供热”转变，将居民供热温度最低标准提高两摄氏度，达到20℃。

寻求灵活合理用暖收费方式

政协委员王政畅认为“今年是罕见的‘暖冬’，

但自供暖以来，中山区新华社区周边老小区，西岗

区站北新居E居等地室温严重偏低，供热严重不

达标，最冷时只有13℃，居民在室内白天穿外套，

晚上睡电褥子、开空调，投诉无人受理。”王政畅在

《关于完善本市供热工作机制的提案》中建议，打

破统一收费标准，寻求灵活合理用暖收费方式，发

展绿色供暖和电采暖模式。他在提案中指出，老

旧小区供热管网由于设施运行年代长，技术落后，

一些供热管网已出现严重老化，小区热源回水温

度严重不达标，跑冒滴漏时有发生，供暖漏点多，

导致小区供暖时冷时热，有时连续几天室内都是

冰凉的。

他建议政府需要继续完善供暖条例，出台相

关规划、监管政策，提升供热企业服务质量。同

时，政府可制定出台供热维管网维修资金补贴政

策，将老旧小区管网进行升级改造，二次管网和居

民家中的设施也要同步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彻底

解决问题。

“因为大连冬天气温远远高于东三省平均气

温水平，以18℃作为达标温度不太合理。”王政畅

建议供暖企业应适当提高达标温度，将20℃作为

达标温度。

老年健康公益课程深入城乡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