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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出行、办事、养老……

我省公共服务“适老化”解决老人烦心事

去年9月，我省在全
国范围率先出台《四川省
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提
升2020年10项行动及
任务清单》，紧紧围绕老
年人最关注的就医、出
行、办事等“身边事”“烦
心事”，提出了“就医绿色
通道优化行动、金融机构
网点适老化升级行动、老
年人医保经办服务优先
行动”等10项行动计划，
全面实施公共服务适老
化改造提升，着力消除
“数字鸿沟”，让广大老年
人群体真正享受到便捷
生活。

1.数字化养老应用试点示范行动

2.就医绿色通道优化行动

3.传统出行无障碍行动

4.公共文化设施便捷服务行动

5.金融机构网点适老化升级行动

6.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足不出户”行动

7.老年人医保经办服务优先行动

8.居家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圈打造行动

9.老年人网络安全教育保障行动

10.智慧为老服务队伍培育行动

我省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提升
2020年10项行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近日，四川省教育厅下发了《四川省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调整方
案》，对四川专升本考试招生进行了调
整。根据《方案》，从2024年起，四川专升
本全面实行统一报名、统一命题、统一考
试、统一评卷、统一录取。从2021年起，
考试时间全省统一，具体时间另定。

2021年至2023年专升本对口协议、
计划下达、报名资格审查、考试、评卷、录
取等工作仍沿用现行方式不变。

2024年起
统考科目试题全省统一

《方案》显示，在计划下达方面，将不
再采取现行对口协议方式下达计划。专
升本招生计划全省统筹，一次性下达各

本科院校。各校招生计划面向全省符合
条件生源招生。

在报名工作方面，统一组织网上报名，
所有考生须登录报名网站，在规定的时间
内选择考点并完成报考与缴费。采取个人
报名与选送院校集体报名相结合的方式，
并由选送院校负责确认和资格审核工作。

在报考条件方面，除要求思想政治
素质优良、身心健康外，考生报考资格，
还需依据其专科阶段专业成绩在本校的
排名确定，排名不得低于本校同年级同
专业（专业方向）的前40%。

考试科目有，理工农医类考试科目：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
非理工农医类考试科目：《大学语文》《大
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各科考试时长
及赋分另定。

在命题工作方面，2024年起将启用
修订后的考试大纲（说明），所有统考科
目试题均由省统一组织命制。此外，专
升本考试须安排在标准化考点进行，考
点原则上设置在本科院校。考试工作在
省教育考试院的统一指导下，由各考点
院校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考点院校按省
级统考有关要求，负责试卷的运送、保管
等安全保密工作和考试组织工作。采用
网上评卷方式，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
织实施。采用网上统一填报志愿、统一
录取的方式进行录取。具体办法另定。

2021-2023年
考试、录取等沿用现行方式

同时，省教育厅明确了过渡办法，
2021年至2023年专升本对口协议、计划

下达、报名资格审查、考试、评卷、录取等
工作仍沿用现行方式不变，具体要求按
照当年专升本相关文件执行。

2022年起，建立全省专升本报名报
考系统，实行统一网上报名和统一缴费。

从2021年起，考试时间全省统一，具
体时间另定。2022年公共基础课《大学
英语》使用省统一命制试卷，2023年公共
基础课《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使用省
统一命制试卷。其他考试科目试卷由招
生本科院校自行命制。

公共基础课考试大纲参照2009年制
定的《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基
础课考试大纲》执行。省统一命题和制
卷工作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
其他考试科目的命题、制卷工作由招生
本科院校自行组织实施。

今年起，全省专升本考试时间统一

场景二：医保服务
子女可凭“亲情账户”
为老年人代办业务

“我们出台了全省统一的医保经办服
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坚持所需材料最
少、办理时限最短、办事流程最简的原则，
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省医保局一
级巡视员杨俊表示。

为进一步优化线下服务，四川省各级

医保部门均保留老年人熟悉的、在医保服
务大厅现场办理医保业务的传统服务方
式，满足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办理医保业务的需求。各地医保
服务大厅还开辟绿色通道为老年人优先
办理业务，在大厅配备引导人员，为老年
人提供咨询、指引、陪伴等服务，主动协助
不会使用自助办理设备的老年人办理医
保业务。

对老年群体而言，如果想通过线上方
式办理业务，却不会操作该怎么办？杨俊
提到，当前可以在省政务服务网、医保网
上服务大厅、四川医保APP上办理医保业
务，同时在医保服务平台上开通了医保电
子凭证“亲情账户”功能，实现授权代理，
方便老年人子女、亲友代办相关业务。

场景三：金融服务
大部分银行网点
都配备了老花镜等

针对老年人在金融服务领域遇到的
困难和障碍，四川银保监局副局长周卫
江介绍，目前四川大部分银行网点都配
备了老花镜、放大镜、轮椅、移动填单台、
语音点钞机、专属老年电脑键盘等，可以
为因特殊原因不能到银行办理业务的老
年客户提供上门服务，并推动银行保险
机构开发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网银和
APP版本。

场景四：居家养老
试点建60个智慧养老社区
预计今年全部投入使用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仍以社区
为依托的居家养老为主，加快形成居家社
区智慧养老服务圈，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
质量效益成为当务之急。

“从去年开始，四川全面实施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工程，重点以社区养
老服务综合体为枢纽，试点建设智慧养老
社区，打造‘15分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
邓为表示。

“15分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如何
构成？据悉，从布局上看，智慧养老社区
主要在老年人口聚集区和养老服务设施
基础薄弱的地区进行规划建设，坚持空间
布局合理、设计人性便捷、环境温馨舒适，
全区域设置无障碍设施，重点突出可及性
和便捷性。

从服务内容上看，除传统的专业照
护、助餐、健康促进、文娱教育等项目外，
还为社区老人提供热线咨询、紧急援助、
安全防护服务、远程照护等多样化服务，
逐步形成15分钟智慧养老圈。

据了解，当前全省88.9%的市县已建
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平台，依托全省社
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试点建设60个
智慧养老社区，预计今年内全部建成投
入使用。

场景五：交通出行
汽车站、地铁站

人工服务窗口全覆盖

在出行方面，全省共设置公交卡、地
铁卡办理网点919个，人工服务窗口818
个，公共汽车站、城市轨道交通人工服务
窗口的覆盖率达100%。老年人即便不用
手机，也可像过去一样方便出行。同时，
四川还引导网约车平台公司升级约车软
件，增设“一键叫车”等适老化功能，让老
年人逐步实现网上无障碍叫车。

场景六：文化生活
广电网络增设适老栏目
节目时长3000小时

在文化生活方面，全省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均实现提供现场
购票、人工核验进馆等线下服务，场馆内
设置为老人工咨询服务点位，并提供手
机导游服务。省广电网络高清交互平台
改版上线“乐享专区”，已上线适老栏目
广场舞、乐学院等板块，节目时长3000
小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余华
表示，下一步还将加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培训，加快制修订相关地方性法规和相
关智能产品与服务的标准规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于婷
综合川观新闻

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就医挂号
难、扫码难；老年人腿脚不便，到银行网
点办理业务难；老旧小区楼层高，老年
人上下楼出门难……如何破解这些老
年人生活中的难题，让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更便捷、更幸福？

去年9月，我省在全国范围率先出
台《四川省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提升
2020年10项行动及任务清单》，紧紧围
绕老年人最关注的就医、出行、办事等

“身边事”“烦心事”，提出了“就医绿色
通道优化行动、金融机构网点适老化升
级行动、老年人医保经办服务优先行
动”等10项行动计划，全面实施公共服
务适老化改造提升，着力消除“数字鸿
沟”，让广大老年人群体真正享受到便
捷生活。

2月9日，四川省公共服务适老化
改造提升行动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
行。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四川
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对上述内容进
行了介绍。

场景一：医疗服务
二级以上医院

增设“无健康码通道”

统计显示，我省老年人口已突破
1700万大关，人口老龄化率超20%，进
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积极做好公共服
务适老化改造提升工作，事关全川老年
人的晚年幸福，事关老年人子女的工作
生活。

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邓为在发布
会上介绍，在就医方面，四川进一步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老年人就医绿
色通道的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加强监督检查，优化老年人就
医流程。全省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入口处为不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增设“无健康码通
道”，配备人员帮助查询健康码、协助
手工填写完成流行病学史调查，缩短
等候时间。

全省41家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设
立红十字导医志愿服务岗，为行动不便
的老年患者提供咨询、导医、缴费、取药
等就医便利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