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医院看病，可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儿。尤其是对那些失能、半失
能老人、长期慢性病患者或者需要
特殊治疗与护理的患者来说则更
是不易。居家护理一直是居民期

待的便民服务。就在今年初，市政协委员李杏、曾莉怡、陈林锋联名提交
提案，建言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上门护理”服务，真正实现手机点一点、
护理送上门。该提案被列为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重点督办提案，由市政
协副主席周恕领衔督办。

政协委员建言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上门护理”服务

已有21家单位签订护联体协议

一些城市已经有了很好的探索。
早在2020年，天津市卫健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基层数字健共体建

设。在这个平台上，上线了在线医保复诊、“互联网+护理服务”等特需服
务。符合三类门特病、七个“门大”科室就诊条件的参保人，通过手机预
约即可享受在线复诊、医保支付、送药到家服务。

市政协委员李杏等也提出了相似建议。在他们看来，推进“互
联网+上门护理服务”，关键要组建“护联体”，打通护理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他们建议，市里统一搭建一个“互联网+上门护理服
务”网络预约信息平台，以三级综合医院为依托，借助“互联网+”
平台，“牵手”县市区人民医院、中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组
建“护联体”，打通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平台中，应明确护理服务项目、服务人员、服务质量标
准，实行全过程统一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收费方
面，建立价格与支付保障机制，明确价格标准和支付方式，
让医疗机构收取放心，百姓支付放心。

由于预约上门护理服务的人群绝大部分需要长期治疗护理，
经济负担普遍很重。委员们建议，争取医保支持，将网约医疗项目纳
入医保范畴。

组建“护联体”，打通护理服务“最后一公里”

实际上，我市已在全省率先试水“互联网+上门护理服务”模式，市民
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在家中便可坐等专业的护理团队上门提供护理
服务。这种“互联网+上门护理服务”的模式，切实拉近了家与医院的距
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病患的燃眉之急。

去年11月，市妇幼保健院推出“互联网+护理服务”，患者或家属只
要点点手机，就能预约护理人员上门服务，服务项目包括PICC维护、产
后乳腺疏通、新生儿沐浴、抚触等。

“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创新护理服务模式，为患者带来较大的便
利，进一步拓展了医院优质护理外延，为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流程的便捷
服务，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该院的

“互联网+护理服务”得到不少市民追捧，人气很高。
2021年9月，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试运行。市民可通过市中心医

院互联网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留置尿管、胃管的更换、PICC置管的更
换等服务。

不过，在我市，目前仍处于各个医院各自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工
作，没有建立一个全市统一的网络预约信息平台。

市内多家医院已提供“网约服务”

2021年6月，株洲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正式发布。
公报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713346人，占18.28%；

15-59岁人口为2412050人，占61.80%；60岁及以上人口为777342人，
占19.92%；65岁及以上人口为567154人，占14.53%。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15
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8.88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上升5.7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11个百分点。

老龄化趋势加速，高龄老人规模不断扩大，老人护理需求也更加迫切。
随着第一批“80后”逐步迈入不惑之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也逐渐迈入
了60岁——70岁的中低龄老人行列，他们的护理需求问题逐渐突出。

市政协委员李杏、曾莉怡、陈林锋从另一个维度就护理服务进行了
调研。结果显示，我市有护理服务需求的出院病人占比达49.24%，但我
市每千人拥有护士数仅2.37人，基层医疗机构护理人员紧缺，护理服务
项目不全，专科化水平不高，无法完全满足患者的居家护理需求。

近50%的出院病人有护理需求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株洲市每千
人注册护理人数排名在省内靠前，故株洲成为首
批“互联网+护理”的试点城市。通过建立线上预
约方式，可以在线下常规医疗流程的基础上，打
通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的通道，减轻公立
医院“一床难求”的实际难题，也满足老年患者不
出门即可解决基本护理服务的需要。

该项工作于2018年启动，至今已有21家单
位签订护联体协议，成员单位遍布市县区的三
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线
上护理预约服务项目20余项。目前，该单位仍
致力搭建服务更优质、出诊更安全、网约更便
捷、收费更统一的多功能信息平台。

市医保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我省“互
联网+医疗服务”项目的立项权在省医疗保障
局，省局暂未对其进行立项及设置最高指导
价。待省局立项后，市医保局将严格落实国家、
省局政策，及时同步目录项目和支付标准，将

“互联网+上门服务”相关费用按政策及时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并将委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反馈给上级医保部门。

根据省医保局、省卫健委《关于公布我省第
一批“互联网+”医疗服务试行项目的通知》，自
2020 年 6 月 1 日开始，允许医疗机构对互联网
远程会诊（含影像学会诊）等诊疗项目按政策规
定收费，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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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替代英语培训的是舞蹈培训，我非常喜欢。”说起这个
假期的变化，即将跨入四年级的李嫣充满欣喜。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批学科类培训机构在暑期里按下了“暂停
键”，艺体类培训机构则通过更规范的招生流程，以及体验式课程，吸
引了更多学员加入。

严查校外培训机构：孩子们的暑期更舒畅
“双减”一周年系列报道之三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从严治理“地下”培训
戴凛

“双减”政策发布以来，我市下大力气整治校
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并进一步
规范了办学行为。但与此同时，一些学科类培训
转入“地下”，逃避监管，严重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笔者认为，“地下”培训暗流涌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家长还未适应“双减”新政带来的变化，仍
然存在“补习焦虑”。同时，转至“地下”的学科培
训继续存在，扰乱规则，进一步加重了家长的焦
虑。

因此，整个社会还要继续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消除家长心中的失衡心态。让家长树立科学育儿
观、成才观，自觉抵制“地下”学科培训机构。

要整治“地下”学科培训，一方面可充分发挥
网格员的作用，在与群众交流中，搜集相关线索。
对于揪出的从事违规培训机构或个人，要发挥部
门协调执法作用，健全执法信息通报机制，让违法
者“一处违法，处处受制”。

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校内教育水平，更好地
解决孩子在校“学不饱”“弄不懂”的问题，从根本
上解决家长的忧虑。

暑期培训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并非一
日之功。

据了解，自去年“双减”政策发布后，我
市对“双减”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市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双减”工作方案，
通过建立多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
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数据显示，全市原有338家义务教育学
科类培训机构，通过压减和停止审批新的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注销或转型 258
家，目前仅剩80家，压减率76%。同时，还
从严规范了培训时间，建立了资金监管平
台，对学科类培训实行政府指导价。

虽然压减成效明显，但隐形变异的学
科类培训仍不容忽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已办证的学科类
培训机构在暑期中基本没有营业。但有
部分无证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由集中

转为分散，上门家教、居民楼违规组班、以
托管或咨询等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现
象冒头，成为当前落实“双减”政策的一大
挑战。

“虽然我们没让孩子在假期参加学科
培训，但看到有的家长仍在寻求私教开班，
心中还是很纠结的。”家长胡先生坦言，很
支持国家“双减”政策，相比前两年暑假，已
经取消了孩子的英语和数学培训。但他也
打听到，有家长私下里组班，再到学员家中
进行学科类培训。如果这样的情况越来越
多，自己可能也会寻求改变。

据统计，今年 7 月，全市教育部门共组
织 400 余人次进行地毯式排查，查处“一
对一”等“地下”违规培训12起。相关部门
表示，下一步还将加大执法力度，深挖此
类行为。

已查处“地下”培训12起

各培训机构到底有没有严格落实执行
相关政策要求？

7月19日上午9时，副市长杨胜跃率市
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广体局等部门执
法人员来到荷塘区红旗广场，对周边写字
楼内的校外培训机构来了一次联合执法行
动。

在伟大少年城和银泰财富广场，执法
组对其中8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排查。其
中位于伟大少年城7楼的“华升机器人培训
学校”存在超楼层办学、无办学许可证、消
防通道堵塞、未明码标价、未与学员家长签
订规范的培训合同等问题；位于银泰财富
广场三楼的“钢琴玩家”培训机构存在无办
学许可证违规办学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上述两家违规办学的
机构下达了停办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
办学，做好学生退费工作，待办理好办学许
可证后才能开展培训业务。

除此以外，各县市区执法行动也在持
续进行。

7 月 16 日，醴陵市组织多部门突击对
位于醴陵东风商场三楼的雅智教育进行了
查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吊销办学许
可证，对该培训机构进行了查封，并妥善做
好学生疏散和退费后续工作。

7 月 17 日，天元区教育局在执法中发
现，金锄教育培训机构有少量学生正在进
行英语培训。执法人员当场对该机构进行
了查处，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培训机构
立即清退所有培训费用、中止文化培训、停
止招生并暂扣其办学许可证。

7月19日，茶陵县教育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文旅广体局联合开展了校外培训机
构检查执法行动，对违法违规校外培训机
构进行了查处。同日，渌口区教育局也开
展了联合检查执法行动，共下达2份停办通
知书、1份整改通知书。

假期检查不间断

日前，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学科类培
训机构，发现这些机构要么大门紧闭，要么
已清空了室内设施。多名物业管理人员表
示，进入暑期后，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放假
暂时停业。

相比之下，艺体类培训机构则热闹非
凡。舞蹈、口才、器乐等培训机构充分抓住
暑期的商机，推出了不少低价体验试课活
动，吸引了不少孩子和家庭的关注。

“培训机构更规范了，对家长和孩子来
说都是好事。”家长王先生表示，以前给孩
子报名培训机构往往都是按年交费，有时
连合同都没有。

暑假前夕，市教育局提前部署，联合市
场监管、文旅广体、科技、民政、公安等部
门，对各类违法违规培训行为进行严肃查
处。一方面是整治违法违规学科类培训，
如暑假期间面向义务教育学生开展的学科
类培训；已注销的学科类培训机构死灰复

燃、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超范围开展学科类
培训、无证无照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以及
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等名义违规开
展学科类培训，在住宅小区违规组班开展
学科类培训，还有“一对一”“一对多”上门
家教等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另一方面，
全面规范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以
及排查整治培训机构安全隐患。

为“打好预防针”，暑假开始前，各校通
过发布《假期校外培训风险提示》《告家长
的一封信》等形式，加大了宣传力度。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理性选择校外培
训。

7月中旬，芦淞区教育局还专门召开校
外培训机构管理会议，全区69家校外培训
机构负责人参会。会议对暑期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和进一步规范非学科类培训管理进
行了安排部署，要求各机构守法、合规经
营。

学科类培训机构“静悄悄”

▲执法人员核对培训学校相关信息。
记者/戴凛 摄

▲一家培训机构的安全出口大门被封死。
记者/戴凛 摄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