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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已经进入尾声，《老年健康报》
与您一同走过了春夏秋冬。新年将
至，本期，让我们来重温《老年健康
报》与您走过的难忘时刻。

与您一同走过的
这一年

2版

吃好一日三餐 化解“营养焦虑”

3版
胃疼 未必真是胃在疼

4版

王大妈患阿尔茨海默病已有十余年。老伴虽然尽心尽力地照顾王大妈，
但是随着疾病的进展，王大妈饮食方面的各种难题还是不断出现。

王大妈进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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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诊，经常碰到患者捂着肚子说自己胃疼，要求医生开一点胃药，最后
却被查出了其他问题。其实，上腹痛不一定就是胃疼。

为什么一些看上去就像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一样不靠谱的“健康知识”，却
深受长辈们欢迎？其实，这与不少老年人存在“营养焦虑”有关。

本报所刊方药，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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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星月）12月9日，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日
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
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进行解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全国老
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表示，《意见》与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及
即将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
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共同构成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现老

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均是老龄工作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

健康老龄化主要是指从生命全过程
的角度，对所有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综
合、系统的干预，营造有利于老年健康的
社会支持和生活环境，以延长健康预期
寿命，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功能，提高老年
人的健康水平。

王建军指出，《意见》贯穿始终的一条
主线是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回答了对于人口

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
效益最好的手段，既符合人类社会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中国国情。

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老龄工作
的难点和焦点，随着劳动力向城市单向
流动，农村出现大批无人照顾的留守和
空巢老年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和
空巢老年人养老问题。据介绍，《意见》对
农村留守和空巢老年人关爱服务提出要

求，总体来讲分为3个层次：在推进普惠性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中，将农村留守
和空巢老年人列为重点服务群体和优先
照顾对象，推进老年人餐桌、日间照料、
适老化改造等工作；在推进农村养老服
务过程中，结合农村实际和特点形成创
新实践，比如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党
建+农村养老服务”、农村社会兜底项目
建设等；针对农村留守和空巢老年人建
立关爱服务体系，普遍开展定期巡访制
度，了解他们的养老需求，提供应急救援。

健康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

一个“窗帘之约”，守护了独居
老人的安全，也温暖了众多网友的
心。近日，媒体报道，山西省红十
字情缘志愿服务队将社区年龄偏
大、行动力差、体弱多病的老人作
为服务对象，由志愿者每日早晚巡
查老人家中窗帘的开合情况，借此
判断老人有无异常，以便及时提供
帮助和救援。如网友留言所说，小
小的举动能让老人有安全感，知道
有人在惦记。何止老人们，每位读

到新闻的人都从中感到了温情。
银发浪潮里，比起行动不便，

生活质量下降，老人们最缺的是
安全感。许多地方努力想办法、
下功夫，给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
人提供更多安全保障。一方面，
社区的力量被更广泛地调动起
来。网格员、家庭签约医生、志愿
者、党员等群体，通过不同形式，
在老人生活照料、支持保障、精神
慰藉等方面各尽其责，成为他们

近在咫尺的依靠。另一方面，科
技增加了养老的安全系数。在上
海，长宁区江苏路街道为辖区独
居老人安装智能水表，如果超过
12 小时用水不足 0.01 立方米，水
表自动报警；宝山区宝钢三村引
入精细化养老社区服务云平台，
在独居老人家中安装智能陪护设
备，掌握老人日常活动数据。门
磁系统、烟感报警、红外检测、智
能手环等科技产品，被运用到许

多地方的智慧养老实践中。
社区是老人们的家，我们每个

人身边都居住着不少老年人，如果
他们有需要，请伸出援手。邂逅时
询问几句，路过时多向他们的家
门、窗户看一眼，或许就能化解一
次危险。老人最渴望的还是子女
的陪伴，生活尽管不易，儿女还是
要多尽孝心，莫让“子欲养而亲不
待”成为最大的遗憾。

（乔宁）

纾解“空巢之痛”需要“窗帘之约”

致读者

为 了 方 便 老 年 读 者 阅
读，从明年开始，《老年健康
报》将改为大字号出版。在
保持信息量不变的前提下，
增加集萃版、辟谣版，共有十
多个版面轮动，每月月末都
会 有 不 同 的 内 容 呈 现 给 读
者。敬请期待！您可以到当
地邮局订阅，也可以扫描右
上角二维码登陆中国邮政微
商城订阅。

《老年健康报》编辑部

近日，在江苏省宿迁
市泗洪县状元府小区，该
县青阳街道志愿者在指
导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帮助老年人搭上“信息智
能快车”。

陈玉摄影报道

帮老年人走进
“智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