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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德耀中华——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
式”在北京举行。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邱海波获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奖。

但他本人，却缺席了此次颁奖仪式。
此时的邱海波，正在甘肃指导疫情的医疗救治工作，

这已经是他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第 15 次奔赴一线，也
是他 33年重症临床工作的缩影。

抗疫战士，逆行出征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邱海波。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1

月 19日，邱海波临危受命，出差途中接到国家卫健委指令
后，立刻动身前往武汉。作为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专
家、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邱海波立即奔赴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

从那时起，邱海波始终扎根抗疫一线，坚守在金银潭
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医院的重症
病区，近距离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指导疫情防控和重
症病人的救治工作。

在巡诊过程中，邱海波发现俯卧位通气疗法对多数
重症病人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在他的推动下，俯卧位通
气治疗被写入了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被国家卫健委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由于气管插管的瞬间带有大量病毒的
飞沫会喷出，感染的风险很大，一些医务人员对气管插管
等高危操作存在疑虑，邱海波就穿上防护服，一次次讲
解，一遍遍示范。

白衣为甲，为国出征。整个2020年，邱海波先后转战湖
北、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地，有210天都在疫情一线冲锋陷阵。

邱海波的行李箱总是提前备好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
在接到指令的第一时间奔赴抗疫一线。2021年，他又多次
闻令而动，前往辽宁、云南、福建、甘肃等地指导抗疫工作。

心系患者，守卫生命

作为我国第一批重症医学博士，自1988年开始从事重
症医学临床工作后，邱海波就将此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

做 ICU医生的信念，起源于邱海波做住院医师阶段遇
到的一个年轻患者。当时，那位小伙子顺利拿到了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刚开始只是发烧，后来被
送到医院时，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尽管邱海波进行了全力
救治，可为时已晚。入院两天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送完小伙子的最后一程后，邱海波对患者家属说希
望做尸体解剖，以明确病情迅速恶化的原因。小伙子的
父亲说：“你们做吧，我也想知道孩子是怎么走的。希望
你们以后再遇到这样的病人，能够救治。”解剖后，邱海波
发现，引发感染全身播散和多器官衰竭的，其实只是患者
膝关节的一个疖子。

经历过这件事，邱海波更加坚定了做 ICU 医生的信
念：“每一次与疾病的斗争，都是生与死的赛跑。只有我
们赢了，病人才能重生，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在邱海波的带领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
科已成为江苏省“13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首批国家级临
床重点专科、国家级重症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作为华
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ICU，江苏省的重症患者救治中
心每年抢救重症患者1000余例，会诊病人600余人次。

医之大者，为国为民

2003 年非典疫情、2005 年四川省猪链球菌病疫情、
2008 年汶川地震、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2010 年玉
树地震、2013 年 H7N9 禽流感疫情、2015 年天津特大火灾
爆炸事故⋯⋯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邱海波总是一次次亲
赴现场，指导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2008 年的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
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5月 19日出征四川后，邱海波
担任国家卫生部危急重症伤员救治联合专家组副组长，
始终奋战在地震危重伤员集中救治一线，230 多个小时，
共抢救伤员 300多人次。两个半月，他无数次与死神作斗
争，将重症患者“唤醒”。

2019年10月，邱海波团队还完成了国内首例ECMO（体
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心肺机）跨国转运患者的成功救治。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邱海波不仅参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从第二版到第八版的制定
工作，还多次应邀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地同行
开展远程视频交流，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全国道德模范的颁奖仪式，邱海波缺席了。但面对
疫情、面对患者时，他始终在场。

据《光明日报》

邱海波：

“只有我们赢了，病人才能重生”

据《人民日报》

番茄龙利鱼、杂菌烧鸡块、紫菜蛋花汤
⋯⋯正值傍晚饭点，记者走进北京市朝阳
区一家老年餐厅，数十样色香诱人的菜品
摆放在餐盘中。占地约七八十平方米的餐
厅里，几名老人正在就餐，还有几名老人正
排队挑选菜品。

76 岁的李大爷是这家餐厅的常客，他
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儿一日三餐基本都
在这里解决。“餐厅菜品味道不错，你看，我
吃得干干净净。”李大爷指着自己的“光盘”
笑着说。

前来就餐的唐阿姨点了一荤两素，花
了 16 元钱。“我一个人住，懒得做饭。老年
餐厅就在小区里，从家走过来不出 10 分
钟。每天吃饭时还能和邻居们聊聊天。”

记者注意到，这家老年餐厅所在的小
区里还有一家养老服务驿站。站点工作人

员小冯介绍，除了向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
站点还有日间照料、康复理疗、适老化改造
等养老选择。“选址在小区，就是为了方便
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养老，步行 15 分钟
范围内就能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

小冯所说的养老服务模式，属于“15分
钟养老服务圈”的范畴。国家卫生健康委
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 90%左右的
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
区支持养老，只有 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
老。“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就是
要大力加强居家和社区的养老服务供给，
建设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方便老年人居家
养老，提高其可及性和服务质量。”国家卫
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说。

“15分钟养老服务圈”怎么建？日前印
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下称《意见》）围绕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模式作了具体要求。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
老服务能力，着力发展街道（乡镇）、城乡社
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社区发展以居
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在老年设施
供给方面，到 2025年，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
区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居住区建设补
短板行动等补建一批养老服务设施，“一刻
钟”居家养老服务圈逐步完善。

“建立 15分钟养老服务圈，既保留了家
庭养老的优点，又强化、拓展了日常生活、
医疗保健、社交等养老服务供给。老年人
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更有利于其身
心健康。”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杜旻向记者表示。

不超15分钟，居家享受养老服务

“15分钟养老服务圈”怎样建？
“十四五”期间，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离银发族更近

德耀中华德耀中华

目前，多地正创新打造“15分钟养老服
务圈”，养老服务的项目不断拓展，受到广
泛好评。

“在我们社区，8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
能领取 200 元补助。每逢重阳节，还有 900
元的‘红包’。”张秀英老人家住河南省濮阳
市华龙区。她告诉记者，除了资金补贴，社
区会定期组织老年人免费体检。逢年过
节，社区工作人员还会给老年人送挂历。

“社区的关心让我觉得很温暖！”
家住上海市杨浦区的代婆婆今年 80

岁，因腿脚不便，平时很少出门。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照料给她带来不少便
利。“社工每天都上门送饭，还经常来家里

给我量血压。前不久，他们还给家里的卧
室、卫生间、厨房做了改造，在我常用的地
方安装了扶手、呼叫器等，需要帮助的时候
能及时呼叫，很方便！”代婆婆高兴地说。

养老设施供给不断完善，养老服务质
量也在稳步提升。在重庆，不久前刚上线
的大渝养老平台能精准定位到离市民最近
的养老机构，通过平台直观的“养老地图”，
市民能更加便捷地选择就近、就地养老模
式；在江苏，部分养老机构按照老年人能力
评估标准精准设置护理等级，比如根据老
年人手指的灵活程度定制餐具，实现个性
化定制养老服务。

采访中，不少老年人向记者表示，自己

所处社区的养老服务日益多元，一刻钟左
右 就 能 满 足 养 老 需 求 ，真 是 越 来 越 方 便
了。不过，也有受访者反映，现有的养老服
务仍存在改进空间。“希望社区能多提供娱
乐场所、组织娱乐活动，满足老年人的社交
需求。”78 岁的独居老人张时铭说。据了
解，围绕提升老年群体文体服务质量，《意
见》作了具体部署，提出各地要通过盘活空
置房、公园、商场等资源，支持街道社区积
极为老年人提供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组织
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实现老年人娱乐、健
身、文化、学习、消费、交流等方面的结合。
未来，在保障老年群体基本养老需求的同
时，银发族的晚年生活将更加多元美好。

打造丰富多元的老年生活

“15分钟养老服务圈”要想得到银发族
长久的认可，在逐步完备服务项目的同时，
还要提高品质，精准服务。

65 岁的曾星声告诉记者，部分社区开
设了供老年人娱乐、就餐的公共场所，能有
效对接老年人部分需求。“但仍有一些未解
决的问题。比如，在就餐服务方面，有些老
年人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食堂提供的
餐食不一定能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饮食习
惯。”此外，如果社区食堂价格过高，对于消
费者来说并不划算；价格过低，则可能盈利
困难，难以为继。他建议，可以针对不同年
龄段、不同经济能力的老年群体，提供差异
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表示，“十四五”

期间，在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将建立区县街
道、乡两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中
心不仅要发挥综合养老服务的功能，更是
养老需求和养老供给对接平台，类似‘客服
中心’。”通过养老服务中心，将养老需求和
供给更精准地对接起来，有利于更高效地
开展养老工作，满足老年群体需求。

完善公共服务的同时，家庭作为最小
的 社 会 单 位 ，在 养 老 中 的 作 用 也 不 可 缺
位。杜旻建议，在养老服务建设中，要注重
家庭照料者的社会价值，尝试开展对照料
者的扶持计划。记者梳理发现，此次《意
见》也对此作了具体规划，鼓励成年子女与
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
义务、承担照料责任。同时，落实相关财税

支持政策，鼓励各类公益性社会组织或慈
善组织加大对老龄事业投入。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运行好，不仅要
设施足、项目全，更离不开一支稳定的服务
队伍。杜旻建议，未来要积极发挥基层社
会组织的作用。“基层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沟
通政府、市场、社区、家庭的纽带，他们运作
灵活，更加贴近服务对象的需求，能提供更
加精细化的服务。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
展过程中，公益性、志愿性特点的社会组织
的参与必不可少。”杜旻说，“有关部门要积
极引导、培育、支持社会组织，按照相关规
定做好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为养老服
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社会共同担起养老责任

邱海波

“老人独居我们不放心，住养老院他又不愿意。怎么办？”最近，83 岁父亲的养老问题成了

北京居民赵女士一家的头等大事。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总数达2.64亿，老年人口呈现数量庞大、比

例快速增长的态势。按照国际标准划分，中国即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面对庞大的老年群体，养老服务怎么做？近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中

国将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立“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这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