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员数量不足
服务质量不齐

在调研中，朱建弟发现，截至2021年底，

全国共有143.5万名家庭医生，数量与市场需

求相比严重不足。“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家庭医

生，往往由于培养培训机制不健全、激励机

制不完善、职业规划不明确等原因，存在服

务人员数量不足、高端人才引不进也留不住、

执业能力不强、签约服务的积极性不高等问

题，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个性化医疗服务

需求。”

与此同时，朱建弟发现，老年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各地以家庭

医生的签约覆盖率为首要目标，“为签而签”

“强迫签约”“签而不约”等现象多有发生。“一

方面，老年人仍倾向于到医院就诊，担心通过

家庭医生首诊再转诊可能会延误治疗；另一

方面，家庭医生特别是老年医学全科医生及

护理人员等不足、执业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

老年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意愿和体验。”

此外，从服务内容来看，往往“重医护、

轻康养”；从服务形式来看，往往“重线上、轻

线下”。

做到“签而有约”
满足大健康需求

为此，朱建弟提出若干建议：

■ 要多措并举，加快老年人家庭医生队

伍建设，确保增量提质和“存量优化”。“加快

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康复师、营养师等

人才建设，优化老年人家庭医生团队的结构；

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退休医生、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人员不断充实家庭医

生团队。”

■ 要“签而有约”，提升服务质量，提高

老年群体对家庭医生的信任水平，促进提升

其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意愿和积极性。

■ 要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签约服务的标

准规范和政策指引，完善绩效考核、激励约

束、跟踪反馈和评价机制等，提高履约的积极

主动性和服务质量。

此外，还应加快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

关的医疗信息融通互认，让老年人少跑腿；

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

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的大

健康需求。

本报记者 杨洁

未婚女性超过一定年龄没能生育，但有

强烈生育愿望怎么办？全国政协委员、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提案建议：

“可以考虑先予生育力保存，待生育的其他条

件满足后，再按程序完成辅助生殖技术。”不

过，他也表示，不能过度地完全放开，避免对

社会产生错误导向。

目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

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

和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这一规定确实比较有效地保护了

未婚女性免受促排卵及有创穿刺等伤害，也

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买卖卵子等非法行

为，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些有特殊情

况的女性生育愿望的实现。”徐丛剑举例介

绍，某些未婚女性患有影响生育能力的疾

病（如在育龄妇女中发病率高达10%—15%

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或所患疾病的诊疗

容易影响生育能力（如白血病化疗等），以及

在结婚前某一时段，需要在可能影响生育力

的特殊环境下生活和工作等。这些未婚女

性的未来生育问题，应当受到社会的关注和

支持。

徐丛剑指出，也有一些人从目前许多大

龄未婚女性群体未来婚育如何解决的问题出

发，提倡完全放开未婚女性冻卵，以为只要把

卵子冻起来了，高龄生育的风险就不用考虑

了，这也是错误导向。

徐丛剑建议，对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些规

定进行修订。“过去我们倾向于控制人口增

长，现在倾向于鼓励生育，关于生育技术的规

定应该予以适当修改。”他还希望允许那些满

足医学指征或特定条件的未婚女性适时保存

生育力，待婚育条件成熟后，再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进一步完成辅助生育。

而对大龄未婚女性作医学评估后，认为

有生育力下降趋势者（具体可由医学会组

织专家设定指征），若其意愿强烈，可考虑

适时保存生育力，并作医学指导和生育规

划指导。

徐丛剑表示，每一例未婚女性保存生育

力，均需要伦理委员会及医疗管理部门就其

特定条件、自身身体状况进行讨论批准后，方

可实施。最后完成辅助生育时，需要再次评

估其身体状况、子女抚养能力等，结合当事人

意愿，并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是否允许实

施进一步的辅助生育措施。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家庭医生，被称为老年人的健康“守门人”。然而，目前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发展尚处于起
步阶段，仍存在不少问题与挑战。一方面，家庭医生数量与市场需求相比严重不足，上级医院对优质医
疗资源的“虹吸效应”明显；另一方面，老年人受传统就医观念影响，仍倾向于到医院就诊。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建弟带来了《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建议》。他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亟须扩大供给和高质量发展。

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
增量提质“签而有约”

面对起步阶段存在的不少问题与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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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自拍杆

我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
19万平方公里，是城市建设用地
的两倍。其中，参与入市较多的
经营性建设用地占比仅14%，而宅
基地占比超过70%。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特别是产

业振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推
进产业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因此，
建议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有关要求，
注重整合碎片化农村宅基地入市，
扩大土地入市范围；出台相应配套
政策，以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
法取得为前提，确定入市土地的规
模、时序和节奏，引导合理布局产
业、优化乡村建设。建立公平合理
的收益分配长效机制，注重完善土
地入市前的公共管理和公共基础
设施短板，实现农民集体在入市和
征收中取得相当收益。规范内部
分配，国家出台规范性文件对收
益分配作出原则性规定，加强对
集体收益使用的监督管理，探索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陈正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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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需要医学评估 不可过度放开

未婚女性特定条件下可保存生育力

建立网暴防护网只是清朗第一步
厉苒苒

昨天，多家网站平台集中发布防

网暴指南手册，从风险提示、一键防

护、私信保护、举报投诉等多个维度，

帮助网民快速有效防范网暴侵害，倡

导文明上网、理性表达，共建良好网络

生态。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

李东生就网络暴力治理问题提出3点

建议，直指网络暴力治理的痛点问题，

得到不少网友支持。

针对近期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网

暴问题，抖音、微博、快手、腾讯、小红书

等重点平台加大防范处置力度，强化识

别预警和实时保护，严肃查处组织参与

网暴、借机营销炒作的信息和账号。

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特别

是夺命悲剧的发生，让人痛心。粉发

少女在网络谩骂中悄然凋零，痛失爱

女的坚强父母被诋毁刺伤，隐私泄露

的无辜群众陷入恶意揣测……随着互

联网环境与现实社会的边界感逐渐模

糊，网络暴力已切实威胁到现实生活

安全。网暴摧毁着当事人的生活，也

挑战着社会秩序与网络平台的治理水

平。网络世界宛如黑洞，施暴者隐匿，

受害者陷落，制裁与追责都困难。李

东生代表表示，恶性网暴事件屡禁不

止，网络暴力治理工作依然任重而道

远，出台《反网络暴力法》是治理网络

暴力的良方。

从渠道平台着手，建立网暴防护

网，这只是清朗网络环境的第一步。无论

是专门立法，还是重拳出击，都是在不

断宣示网络时代的规则底线——网暴

绝不是维护正义的正确路径，让法治力

量成为人们抵抗网络暴力的趁手武器，

需要降低立案“门槛”，需要建立快速

“通道”，需要提高犯罪者作案“成本”。

法治的健全，关系社会人情冷暖；

网络的清朗，事关你我人身安全。推

动法治力量介入网暴治理，使网暴受

害者得到法律保护，是当前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