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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医融合落实健康中国
以生命长度为经，以生活质量为纬，如此经纬交织，便诠

释了对“健康中国梦”中健康老龄化的含义解读。 从5月22日
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闭幕后的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新时代背景下的健康养老话
题都引人关注。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有一组数据应当被大家重视起
来。去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了一组新的官方统计数据：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已达77岁，但有超过1.8亿
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一种及以上慢
性病的比例高达75%。
人们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但

缠绵病榻地度日与精神矍铄地生活，
两者区别甚远———如何做到健康老龄
化，这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比较迫切
的需求。
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的重要标志。对老年人而言，在
“活得长了”与“活得更好了”间并没有
必然的等号。1987年5月，“健康老龄
化”一词在该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首
度被提出，目标就在于保障老年人生
命质量的同时延长其生命长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

人口处于年轻化进程，少年儿童人口
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下降。20世
纪90年代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初显，政府和业内开始关注到这一问
题，相关研究逐渐深入。人口老龄化是
社会进步的结果，其原因与生育率和
死亡率双双下降分不开。随着医学技
术提升，以及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死
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人口老龄化是
不可逆的客观趋势。
1979年，上海成为了中国内地第

一个步入老龄化的城市。那会儿，在传
统居家养老之外的补充，可能就是彼
时政府所办的四家市级福利院、四家
区属社会福利院及42家农村敬老院。
而今，四十余载一回首，银发话题已成
为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关注，同时也吸
引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力量投身其中。
尤其在2016年10月后，随着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明确要求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
务，促进健康老龄化，这一趋势就更加
明显。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健康老龄化”战略，推动《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落地社区，完善
社区公共健康治理体系，上海体育学
院院长陈佩杰认为，建立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是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途中应
加快社区老年人“体医融合”中心建
设。并且，他还就此提出了四条更具
体的建议。

一是激发社会活力，充分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社区老年人“体医融合”
中心建设。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
与，街道、社会组织或企业、社区老年
人以及其他各方的良性互动，打造社
区老年人运动健康整体服务闭环，建
立协同协作、长效运营机制，实现多
方共赢。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新建
社区老年人“体医融合”中心，开展运
动健身、运动康复、健康养生、慢病运
动干预等服务，深层次发掘老年人运
动健康真实需求，形成“体医融合”的
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体系；鼓励政企
合作，采取公建民营、委托管理、购买
服务等多种方式，推动“体医融合”在
社区落地生根，减少老年人带病生存
时间，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科技支撑，运用现代科技和
信息化手段，统筹推进大数据、云计
算和物联网等各种信息数据在社区

老年人“体医融合”中心的集成运用，
准确记录社区老人身体锻炼及身体状
况等相关信息，建立老年人运动健康
档案和数据库，实现对老年人身体锻
炼及身体状况信息动态的实时掌握与
管理，为提升社区公共健康治理整体
效能、不断提高现代治理水平提供有
力支撑。
三是纳入政府实事工程，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强调“政府要积极建
立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社区
要鼓励健康服务相关企业结合老年人
身心特点，大力开展健康养生、运动康
复等多样化服务”，因此，建议在全国
推广上海社区嵌入式养老先进模式，
将社区老年人“体医融合”中心建设纳
入各省市政府实事工程，安排预算内
投资支持社区老年人“体医融合”中心
实施建设，尤其要增加适合老年人特
点的室内运动健身场所，打造社区老
年人10-15分钟运动健康生活圈。
四是支持老年人运动处方库深度

研究，鼓励建设社区公共运动健康国
家重点实验室，抢占全球领先的运动
医学制高点，创造非医疗干预模式新
常态，优化社区公共健康治理模式，提
升社区公共运动健康治理水平，提升
全国老年人健康福祉。

每天上午9点左右，在风风火火地
完成了菜场采买和送外孙女上学的
“每日晨间功课”后，家住静安区延新
小区的赵先生便会赶到延长社区的
“乐活空间”里，开始他的早锻炼。“现
在疫情基本平复了，这里也总算开了。
虽然还要继续采用预约入场的方式，
一次也只能停留一个小时，但比起前
阵子关门的情况来，已经好多了。”

疫情前，这家开业于2017年12月
的“乐活空间”已成为社区内众多老年
健身爱好者每日必到的“打卡点”，每
到节庆放假时段，大家伙儿还会心急
地打听哪天恢复正常开放。疫情发生
后，遵从上海的防疫管控规定，这里一
连关了数月，直到近期才恢复开放。

以服务老年人群为主要特色的
“乐活空间”，它与传统印象中的老年

活动中心有许多不同之处，不仅运动
器械都有着适老化的专门设计，还可
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检测、科学指导、健
康讲座、运动方案制定、慢病运动干预
和社交娱乐等专业服务。一定程度上，
它既满足了社区老年人的运动健康需
求，也解决社区老年人去哪儿科学健
身与情感孤独问题。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我国60岁
及以上人口数量2.54亿，超过1.8亿老
年人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
性病的比例高达75%，社区老年人
“体医融合”中心重在老年人的健康
促进、科学健身、慢病防控，延缓衰老
和减少老年病的发生，减少带病生存
时间，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是“健康
老龄化”、优化社区公共健康治理的
重要抓手。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上海社区
体育协会刚经历了一番忙碌的加班，
协会工作人员、业内专家与相关人士
齐聚一堂，围绕如何更好推进健康老
龄化的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会后，
上海社区体育协会副会长刘欣告诉记
者，“将相关科研成果努力推送到市民
身边，努力推向社区”会是他们未来努
力的一大方向。
“在延缓人体衰老、衰弱的过程

中，科学地开展体育锻炼可以起到主
动健康的作用。这对健康老龄化具有
重要意义。而办在社区里、办到老年人
身边的专业康养机构，目前看来，就是
一个不错的载体。”刘欣透露，近年来
不少专业机构都在对人体衰老的过程
进行研究，并试图以科学的介入方式
去延缓这一过程，有效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并且，一些研究已经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以前我们总说人年纪大了，气力

就变小了，这是肌肉与力量衰退的表
现。但如果你只跟老年人说‘要加强力

量训练’，他们是没法去有效开展训练
的。现在经过研究，就有了一些具有普
遍共通性的发现，比如60岁后人的髋
关节力量会衰退，65岁后轮到踝关
节，再往上才是膝关节。”刘欣介绍说，
这一衰退的过程不仅体现在不同年龄
段、不同关联的身体部位上，还会有由
浅及深的发展。“从肌肉萎缩到力量下
降，再到出现功能性的衰退，都有这样
一个过程。更好地了解发展过程，也能
有效采取行动以达到延缓衰退的目
的。”
当然，衰老与衰退并不仅仅体现

在身体上，思维认知能力同样重要。而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一种能同时锻炼
到身体与认知能力的“双任务形式”器
械正在被讨论、被实践的过程中。“所
谓双任务，就是既能锻炼到你身体的
短板，也能活跃思维、锻炼大脑。目前
它还在研究阶段，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它能得到被应用与推广的机会。”刘欣
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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