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公厕适老化水平参差不齐

然而，目前省域政策还未涉及公厕

适老化改造。2018 年发布的《浙江省农

村公厕建设改造和管理服务规范》，2020
年实施的《城市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标

准》、《浙江省 2020 年生活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2024 年印发的

《浙江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

造实施细则》，都没有对公厕适老化改造

提出可行性细则。

张真表示，老年报记者在杭州西湖景

区、武林广场商圈、清河坊商业街区及桐庐

县、丽水市遂昌县等地开展的公厕实况调

查，比较客观地展现了当前我省城乡公厕

适老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

她在省内调研适老化建设时也专门留

意过公厕：有的还是直槽式，私密性差、易滑

倒；有的未配扶手，老人起身困难；有的公厕

居然设在2楼，老人需要步行18级台阶。

本报记者 孙磊

浙江省两会正当时。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 年浙江将对照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和“十四五”规划，谋划十一方面重点工作、
实施好十方面民生实事，加快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养老帮困成为高频热词。

今年，不少代表、委员都重点关注了涉老工作，有的倡议鼓励公益慈善力
量支持老年基层组织，有的呼吁加强安宁疗护。省政协委员、省民政厅慈善
事业促进处处长张真撰写并提交了《关于推进浙江城乡公厕适老化改造的建
议》的提案十分醒目，这一关注方向与本报此前开展的《@老年人“方便”可
友好》调查不谋而合。（详见1月10日第1版、第2版，1月14日第3版）。

加快改造、有序推进、财政投入

那么，该如何完善城乡公厕适老化建

设？张真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快对现有公厕的适老化改造。

在洗手台、坐便器和小便池等设施周边安

装无障碍扶手，提供坡道，配备拐杖和轮

椅，装配紧急呼叫铃，于细微之处见关爱。

二是分区域有序推进。杭、宁、温等有

条件的中心城市可以先行先试，再逐步推

行到城郊、乡镇、农村等区域。此外还可以

在老年人口流量密集的景点、菜市场等地

率先改造。

三是各级财政部门加大对公厕适老化

改造的投入，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此

外，公厕适老化要和适幼化及残疾人的相

关配套改造结合在一起统筹考虑，避免重

复建设。

“关键小事”不容忽视

“老年报关于适老化改

造的报道我一直关注，特别

是最近关于公厕适老化改造

的追踪调查，这也是我一直

在思考的‘关键小事’。”采访

中，张真表示，根据国内权威

机构统计，按照每天“方便”

6-8 次、一年约需“解决”2500
次的频率，人一生大概会有 3
年的时间待在卫生间，而女

性的时间会更长。对于老年

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件不容

忽视的“关键小事”。

来自省民政厅的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浙江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1405 万 ，占 总 人 口 数 的

27.36%，其中 80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为 191 万。张真认

为，随着经济稳步发展、医疗

水平提升、人均寿命延长，老

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概率持

续提升，因此要以长期主义

者的坚定来推进老年友好型

社会建设。

去年 9 月以来浙江省启

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

化改造补贴项目，在推动老

年人居家如厕洗澡安全、室

内行走便利等方面成效十分

显著。

“但是，公共场所适老化

改造还存在提升空间。”张真

认为，公共厕所作为基本公

共服务的“关键小事”，其适

老化水平是直接反映城市文

明程度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标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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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突破1400万“关键小事”不容忽视

省政协委员关注“公厕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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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关注“公厕适老化改造”

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 通讯员 陈雨虹）
“我们特别希望，安宁疗护能作为政府的一种
社会公共产品，提供给我们的患者，不光是在
传统医疗机构提供，它还需要在社区、居家场
景里。”今年，省人大代表、浙江医院院长毛威
带来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和完善安宁
疗护服务医保政策的建议》，呼吁将安宁疗护
的收费纳入到甲类医保。

截止 2024 年底，浙江已有 16 家市级医

院、128 家县级医院设立安宁疗护病房，613
家基层卫生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服务，构建了

省、市、县、社区及居家联动的网络服务模

式。自 2017 年开展安宁疗护试点以来，全省

已累计服务终末期患者近 2 万人次。但相比

2023 年浙江省达 44 万人的死亡人数，服务人

群数量存在明显不足。很大的掣肘是医疗机

构安宁疗护病区（病房）普遍存在收支运行不

良的情况，导致机构开展安宁疗护工作动力

不强，而安宁疗护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不完

善是主要难点。

毛威建议，省级医保部门会同财政、卫生

健康等部门，深入研究并完善医保相关政策，

推动我省安宁疗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是安宁疗护服务项目的尽快定价。省

级医保部门要积极协同卫生健康部门加快调

研，认真分析研究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

机构相关数据，科学合理制定“安宁疗护”项

目价格，由省级统一定价。

二是将安宁疗护项目列为甲类报销目
录。让更多人在生命终末期能舒适、无痛苦

地度过，减轻终末期患者及家属经济负担，让

更多人群得到安宁疗护的照护。

三是提高住院安宁疗护医保床日付费标
准。在省级确定了“安宁疗护”项目价格政策

后，各地市医保和卫健部门还需要配套出台

住院患者安宁疗护床日付费政策，提高床日

付费标准。

省人大代表建议
“安宁疗护”全面纳入医保

省安宁疗护指导中心主任陈新宇与患者交流。省安宁疗护指导中心主任陈新宇与患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