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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早饭、清洁身体、修剪指甲、按
摩、清理大小便……王美军一边麻利
地干着活，一边和小雪有一搭没一搭
地聊着天。乍一眼看，还以为两人是
母女。

小雪今年22岁。两年前，她从护
理院校毕业，正打算为自己的未来全
力“奔跑”时，一张小脑萎缩的诊断报
告单给她的生活踩了“急刹”。

这是一种家族遗传病，这种病最
残酷的一点是，即使小脑、脑干、脊髓
萎缩，患者仍能清楚认知到身体逐渐
变得不能活动的事实，清醒地看着自
己一点一点失去活动能力。

确诊后，生活很快露出了“狰狞”
的一面，小雪的病情急速恶化，导致四
肢瘫痪。一个见过外面的世界、有过
对未来憧憬的姑娘，就这样不得不退
回海岛，一张床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半
径。此后，她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
全由70岁的奶奶照顾。

去年6月，小雪被评估为重度失能
一级，每月可享受20小时的专业上门

护理服务，来自宁波康乐居养老企业有
限公司的王美军成了她的护理员。

初次见面，小雪十分慌张，看都
不敢看52岁的王美军。“不管我说什
么做什么，她都闭着眼睛。看得我心
疼，多好的一个姑娘，和我孩子一般
大。”王美军从事护理工作多年，平时
照护的多是失能老人，面对这样一个
年纪轻轻却被困在床上的花季少女，
她的心里五味杂陈。王美军试着陪
小雪聊聊天，和她说说自己的故事，
不时地开导她、宽慰她。渐渐地，小
雪的心慢慢敞开了，心态也转变了。

小雪的奶奶大字不识几个，但在
她心里，孙女是个见过世面的文化人，

“她什么都懂，就是不说，我知道她心
里苦。好几次我喂她吃饭，喂着喂着
祖孙俩抱头痛哭。”让老人家欣慰的
是，王美军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家的沉
寂，让小雪和外面的世界重新有了联
结。“小雪眼里有光了，我的负担也减
轻了，长护险真的是我们家的‘大救
兵’！”说着说着，奶奶泪湿了眼眶。

南田岛位于象山县鹤浦镇，从宁波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到达
石浦镇石鹤汽渡，坐船20分钟左右上岸，之后沿着曲折的岛岸再
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小雪（化名）的家。

每天上午7时不到，小雪就开始竖起耳朵听院子里的动静，她
在等一个人。

“雪，我来了！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一大早，长护险护理员
王美军轻轻推开门，温柔地问候小雪。缩在被窝里的小雪虚弱地
点点头，随即抿着嘴害羞地笑了。

最新数据显示，包括小霞和小
雪在内，全市已累计超过3.8万人
享受到了长护保险待遇，截至11月
底，全市正在享受待遇的有22650
人，其中居家护理享受待遇人员
17207人，机构护理享受待遇人员
5443人。

作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长
护险国家试点城市，宁波早在2017
年底起就开始小切口试点。从
2023年1月1日起，全市参保人都
被纳入长护险的保障范围——宁
波也由此在浙江省内率先实现长
护险的区域、人群全覆盖，城乡、身
份无差别。

有别于其他保险，宁波长护险
交付的不是保险理赔资金，而是专
业护理服务。中心城市配套齐全，
享受到专业护理服务不稀奇，但在
偏远地区的“最后一公里”，它怎么
实现全域“送达”服务，点对点提供
长护保险托底保障的？

记者从宁波市医保局了解到，

为确保实现服务全域覆盖，宁波采
用定点准入和协议管理模式，把符
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居
家护理机构纳入长护险定点服务
机构，同步引入多家护理经验丰
富、管理能力较强的国内外专业护
理团队参与服务，鼓励各类定点护
理机构同时在中心城市和相对偏
远乡镇设立服务站点，确保山区、
海岛护理服务的全覆盖。

宁波长护保险经办机构中国
人寿长护保险项目南部片区负责
人李璐告诉记者：“全市参保人全
部被纳入长护保险的保障范围
后，我们公司马上按片区划分出
几个‘长护保险小分队’。评估、
记录、审核、巡查……17个同事马
不停蹄，专职为宁海、象山、奉化
这三地的参保人提供长护保险服
务。”据介绍，宁海、象山、奉化这
三地的参保人数已达 162 万，截
至11月底，4785人享受了长护保
险待遇。

00后海岛姑娘突遭瘫痪，
长护险带她走出“至暗时刻”

全域覆盖将近两年
“伞”下 了谁？守护守护

长护险传递的专业照护和细致
关怀，同样融化了象山爵溪脑瘫儿小
霞（化名）一家心头的坚冰。

日前，记者来到小霞位于爵溪半
山腰的家中。10点的阳光洒满了一
屋，来自象山县福寿康健康养老有限
公司的护理员高琴正在给小霞做手
部按摩。小霞用另一只行动不便的
手摆弄着高琴面前的工作牌，趁她不
注意张嘴就想咬。“你看你又顽皮
了。”高琴见状，眼疾手快地拿开胸
牌，随后轻轻拍了下小霞的手。小霞
的眼里，闪过一丝恶作剧的快乐。

小霞今年15岁，她从小患有脑
瘫，全身瘫痪无力，没有语言沟通能
力，生活无法自理。小霞73岁的爷爷
告诉记者，小霞的妈妈早在她年幼时
就已离家出走，她爸爸在外谋生，孩
子是他和68岁的妻子一手拉扯大的，
家里的吃穿用度几乎完全依赖低保
救助。

去年8月，小霞通过重度失能一

级的评估，享受每个月20小时的专业
长护服务，高琴成了她的护理员。高
琴的服务对象共有7个，小霞年纪最
小，也是她最“偏爱”的一个。

“没想到还有长护险这样好的政
策。高琴一来，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
我们老两口‘解放’了不少。”爷爷高兴
地说。照护瘫痪病人，最需要的是体
力，这也正是老人觉得最无奈的地
方。“孩子大了，体重也上去了，有几次
我和老伴抱小霞上厕所，抱到半路大
家都摔倒了，孩子在笑，我们俩心里在
哭。”爷爷左眼失明，右眼有2000度的
近视，即便戴着眼镜给孙女剪指甲，十
有八次都会剪到手指，看着小霞疼得
龇牙咧嘴，老人常觉内疚。现在这些
活，全部由高琴“包圆”了。

小霞的奶奶偷偷告诉记者，高琴
给了小霞从小缺失的母爱：“我们看
得出来，高琴是真心疼爱小霞，小霞
也依赖她。每次离开，小霞都会拉着
衣角不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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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市长护险参保人
数已超过818万人。符合条件的重
度失能人员可选择入住定点服务
机构接受护理服务，或由指定定点
服务机构上门提供居家护理服
务。最新数据显示，宁波全市长护
险定点护理机构已达349家。

今年以来，宁波长护险的服务
还在不断升级：从申请速度提快1
个月，到将服务时长、次数变得更

加灵活，从将入户助浴纳入保障，
到将医疗护理列入服务范围……

宁波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宁波将进一步健全完
善长护险制度体系，提升长护险护
理服务供给和管理水平，加快建立
完善可复制、可迭代、可持续的长
护险“宁波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
建立长护险制度提供“宁波样板”。

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孙雁冰

累计已有3.8万多人受益
“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

服务还在不断升级
宁波打造长护险“宁波样板”4

小霞每次都不舍得护理员高琴离开小霞每次都不舍得护理员高琴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