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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法治日报》对护工群体的

调查报道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指

出，部分护工存在不专业、乱收费，甚

至虐待病人等问题，护工管理机制亟

待完善。

家政公司的护工能够帮助病人

家属解决无法兼顾工作和陪护病人

的难题， 当下暴露出的矛盾也集中

在二者之间， 患方认为护工的工作

缺乏技术含量、收费太贵，护工觉得

缺乏尊重、理解和待遇保障。 但是，

医护资源的供需不匹配才是问题核

心所在———护士和护工， 前者接受

过专业训练，并且由医院统一管理，

如果可以选择， 患者的答案显而易

见。

然而现实情况是， 直到 2021

年，我国护理人才缺口仍有 80万人。

护工能够分散护理任务，让护士集中

精力完成更专业的工作。医院把部分

护理工作类似于外包给第三方公司

的做法， 不宜简单理解为 “推卸责

任”。 从国家卫健委 2020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护理工作

的通知》来看，由医疗机构直接聘用

“医疗护理员” 并进行培训和监督是

我国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很多国家目

前采取的做法。但在我国护士缺口迟

迟没能补齐的背景下，医院现在能否

招得来、留得住“医疗护理员”？ 直接

取消护工市场供给的时机似乎尚未

成熟。

承认现实情况， 并不意味着放

弃对护工群体的约束，市场调节带来

的弊病应当引起重视。 从 1997年原

卫生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护理管

理工作的通知》到现在，国家一直严

禁护工代替护士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明确护工的补充性和辅助性地位很

有必要，但不能理解为护工只做体力

活。 怎么帮患者翻身进食、怎样防止

伤口感染、 如何辅助患者复健等，其

实都要经过系统培训， 以防发生危

险。 一些家政公司只要求 “吃苦耐

劳”，把门槛放得过低，虽然能招来更

多人，但对护理工作来说显然是不负

责任的。 无论是否取消护工，无论把

培训工作交给家政公司还是医院，当

前都应当尽快明确培训主体、压实培

训责任。

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当患者

和护工之间发生争议时，应当有切实

可行的纠纷解决机制， 防止患者、医

院、家政公司三方纠缠扯皮。 无论从

对患者负责的角度出发，还是为免发

生不必要的冲突，医院都不宜仅以合

同相对性为借口作壁上观。尤其当一

些医院和家政公司建立有合作关系，

医院有必要将家政公司的资质和收

费标准等信息及时、 如实地告知患

者。

收费高可能是我国护工群体目

前最受诟病的一点。对于大多数人而

言，请护工是自费，一般家庭很难承

受每月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护理开销，

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地区对 “失独”老

人等个别人群的护理费用进行补贴。

此外，部分护工私下接活、向患者多

收费等不当行为加剧着行业收费乱

象。 即使将来把护工纳入护士队伍，

收费高的问题也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对此， 日本采取的是政府承担

为主、个人为辅的支付模式，澳大利

亚等国的护理费用由财政全额拨款，

美国等国家则推行商业保险模式。就

我国而言，护理费用完全由政府拨款

或者由医保负担的可行性或许不是

很大，但至少可以考虑帮助居民承担

一部分，减轻人们的看病负担，也能

强化对收费标准的调控力度。通过完

善护工管理机制，让人们看病时少些

烦恼，正是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南方日报》

在首钢人眼

中， 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组织委员会入

驻是一个里程碑。

此前，石景山下的

这片土地，一度因

钢铁主流程搬迁

而沉寂。 在北京，

土地资源稀缺而

珍贵，首钢园区进

行产业调整、城市

更新迫在眉睫。

告别了钢铁

产业，怎样对不适

应现代化城市生

活的建筑进行必

要、 有计划的改

造，真正盘活这片

工业遗存并立、钢

筋铁骨为林的土地？ 冬奥会

为首钢园打开一扇窗，提供

了一次重生的机遇。

首钢人抓住了这次机

遇。 他们敞开怀抱拥抱冬奥

会，把冬奥会工程变成破局

城市更新的抓手。 冬奥组委

来了，首钢滑雪大跳台立起

来了，“四块冰” 用起来了

……园区再次苏醒，并日益

鲜活生动。

首钢人无论是场馆建设

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坚

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

严格落实质量、工期、成本、

安全主体责任。 而“日反馈、

周例会、月调度”工作机制，

强化“联合作战”体系，则保

障整体工程组织体系高效运

行。

首钢人拥有持续前进的

动力。 首钢基础设施承载能

力和环境品质得到显著提

升， 城市新地标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果，首钢园从全国闻

名的重工业厂区变成奥林匹

克运动带动城市更新的经典

案例。 这次华丽转身，只用

了 6年时间。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

狂沙始到金。 首钢人正着力

推进园区内工业遗存改造，

激发新活力，注入新动能，将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打造

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

发展的中国典范、世界工业

遗存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

典范、老工业企业转型发展

的典范。

摘编自《经济日报》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在新旧

发展模式转换时期，过去那种“依

赖土地财政、 房地产市场金融化、

房地产企业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

模式已经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潜

在威胁。 目前亟须加快推进中国房

地产市场改革，探索新的房地产市

场发展模式，从而实现房地产与土

地财政脱钩、 房地产去金融化，最

终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全体居民住有所居、住有宜居。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 住建部、

自然资源部、央行等多部门出台了

组合拳。 其中，自然资源部开展集

中供地试点，规定单宗地溢价率不

得超过 15%， 严控城市楼面地价新

高，探索新的土地拍卖模式，研究

阻断土地财政依赖可能带来的后

果和应对处理方案。

央行对房企融资提出 “三线四

档”考核标准，即根据“剔除预收款

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 70%、 净负债

率大于 100%、 现金短债比小于 1

倍”三个负债率指标划分红、橙、黄、

绿四档， 对有息债务增速进行不同

程度的限制。这一规则的落地，使得

房地产企业通过规模扩张维持毛利

的增长模式无法继续， 一批触及红

线的企业面临着降杠杆难题。

住建部研究建立房地产统计

和市场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以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住宅用地价格、住宅租

赁价格为核心指标， 综合土地、信

贷、财税、住房供应销售、住房保障

等指标作为参考的一套完整的房

地产市场统计和监测预警指标体

系，加强对地方稳定房地产市场工

作的评价考核。 今年上半年一些房

价上涨过快的一、二线城市，被住

建部约谈问责，出台了更加严格的

限购限贷限售政策，抑制了房价的

不合理上涨。

在多方面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土

地供给、房企和个人贷款融资、住房

供给和住房需求均受到了严格调控。

今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热度明显降

了下来，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延续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下降态

势，房价控制在合理运行区间。

新的变化是，今年 1月下旬，发

改委、住建部、银保监会、央行等多

部门出台政策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

展。 发改委《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

费工作的通知》， 提出坚持租购并

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

性住房建设，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

供给。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

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住建部明确

提出 2022年要“充分释放居民住房

需求”。 央行下调与房贷利率相关

的 5 年期以上 LPR，降至 4.6%。 银

保监会要求坚持不懈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持续完善“稳地价、稳

房价、稳预期”房地产长效机制。

这些政策的出台， 并不代表中

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回到旧的发展模

式，而是在继续构建和完善新的住房

发展模式。

长租房

市场和保障

性 租 赁 住

房， 是从供

给侧进行结

构优化 ，缓

解新市民 、

青年人住房

困难， 保障

性租赁住房

通过适当的

租金减免 ，

减 轻 新 市

民、 青年人

的 住 房 负

担， 让新市

民可以在城市扎下脚跟，让青年人

能够投入到热爱的事业当中而不

必过早的承担与收入不相匹配的

房贷重担。 此外，对于中等偏下收

入住房困难群体，“十四五” 期间，

中国继续推进公租房建设。 到 2025

年，城镇户籍低保、低收入家庭申

请公租房的保障率要应保尽保。

房贷利率下调 5个基点， 是从

需求侧减轻购房成本，降低居民房

贷压力。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

虽持续复苏， 但受疫情反复影响，

宏观经济表现出“前高后低”“结构

分化”“压力加剧”的运行特征。 从

核心宏观经济指标两年平均增速

对比来看， 消费和投资持续低迷，

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不足，内需存

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此时降低利

率有助于稳住信贷增速，激发住房

贷款需求。

坚持不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说明“三线四档”对房地产企业去

杠杆带来了较大影响。 这一方面是

因为个别房企风险暴露后，金融机

构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出现一致性

的收缩行为，抑制了合理的住房需

求。 另一方面也说明一批过度扩张

的房地产企业在去杠杆过程中存在

着较大风险。 面对房地产企业去杠

杆可能引起的风险，金融机构需要

持续关注、审慎管理，及时出台政策

化解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系统

性风险。 同时，应做好对房地产和

建筑业的金融服务，对于合理的首

套房和改善性住房贷款需求，要按

时发放贷款，并加大保障性租赁住

房支持力度，从而满足居民合理的

住房需求。

综上，中国应继续坚持房住不

炒的定位，持续完善“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房地产长效机制，探

索构建房地产市场新发展模式，努

力实现房地产与土地财政脱钩、房

地产去金融化，促进房地产行业的

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通过加快发

展长租房市场、保障性租赁住房市

场，进一步完善中国住房市场体系

和住房保障体系，满足不同群体不

同阶段合理的住房需求，最终实现

全体居民住有所居。 （作者傅佳莎

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

研究院副教授）

摘编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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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房地产市场改革，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

恭祝 新春 快乐 、 阖家 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