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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从健全
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
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提
出一揽子举措。养老难题怎么解决？
健康养老靠什么支撑？老年人不会上
网怎么办？在9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
上，有关部门围绕意见精神和具体落实
举措作出回应。

确保人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

意见强调，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养老
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并提出建立基本
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基本养老服务是由政府主导提
供、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的服务；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是通过列清单
的方式来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服务谁、怎
么服务、由谁提供这些问题。”民政部养
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表示，我国2017
年将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纳入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至
今已积累了不少经验。

意见还提出，2022 年年底前，建立
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评估结果在
全国范围内实现跨部门互认。

“这有助于准确确定服务对象和服

务方案，也是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
度的基础。”李邦华说，民政部正在会同
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政策文件，并已制定老年人能力评估
规范国家标准，目前正在对外征求意见。

居家、社区、机构
三种服务融合衔接

意见提出，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
健康支撑体系。李邦华说，要通过居家
上门服务、社区养老服务以及养老机构
发挥支撑作用三种方式，实现居家、社
区、机构三种服务各展所长、相互融合、
相互衔接，形成综合服务模式。

李邦华介绍，居家上门服务方面，
我国目前重点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今年选取了42个项目地区开展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把养老机构的
专业服务递送到家庭、递送到老年人身
边和床边。社区养老服务方面，则要重
点推进老年餐桌、日间照料、短期托
养、互助服务等服务形式，让老年人从
家门口走到小区门口就能享受到养老
服务。

“对养老机构来讲，一方面要提质增
效，增强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的能力，
到2025年，全国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

比例要达到55%，同时，鼓励养老机构主
动积极上门提供服务。”李邦华说。

创新制度
为健康养老提供支撑

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 4000
万人，75%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
慢性病。如何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养老
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
王海东表示，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
下一步将开展一系列老年健康知识宣
传教育活动，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老年
营养改善、老年痴呆防治和心理关爱行
动等专项行动以及老年人居家上门医
疗服务，大力加强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
科建设，加强康复医院、护理院建设。

推进医养结合方面，王海东表示，
下一步将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
务机构的协议合作，并以社区居家为重
点，实施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
鼓励基层探索养老床位和医疗床位，根
据老年人的需求，规范转换机制，尽可
能方便老年人健康养老。此外，还将开
展医养结合质量提升行动、医养结合示
范创建活动，并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
推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转型开展康
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

推进老年人居住环境和
互联网适老化改造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工
业和信息化部采取了不少暖心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
长何亚琼介绍，针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
机困难，工信部开发了“一键呼入”和

“爱心通道”等服务，已累计为 7000 万
老年用户提供服务；开展互联网应用的
适老化改造，对173家网站和App完成
改造。

开展“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编
制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发
布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
……一系列举措，让老年人也能享受数
字红利。

在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方面，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
汪科表示，下一步，将开展城市生态修
复功能完善工程，推动补足城市养老设
施不足、无障碍设施不完善、活动场地
不足的短板；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
短板行动，构建15分钟生活圈，支持居
家养老、社区养老；推动既有老住宅、老
公建、老厂房的改造利用，推动加装电
梯、无障碍环境建设，方便老年人出行、
参与社会活动。 据新华社

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1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涨幅有所扩大。据国家统计局9日发
布的数据，11月份，CPI同比上涨2.3%，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但环比
涨幅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国内物
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从同比来看，11月份CPI“篮子”商
品价格涨幅大多有所扩大。其中，食品
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 2.4%转为上涨
1.6%。食品中，鲜菜、鸡蛋、淡水鱼和食
用植物油等价格涨幅均超 9%，其中鸡
蛋价格同比涨幅达20.1%。

值得注意的是，受季节性消费需求
增长及短期肥猪供给偏紧等因素影响，
占CPI较大权重的猪肉价格出现明显反
弹，11 月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32.7%，降
幅比上月收窄11.3个百分点；环比由上
月下降转为上涨12.2%。

“受局部地区降温暴雪等不利天气
影响，入冬以来鲜活农副产品生产、运

输成本有所上升，叠加接近年底节日消
费备货采购，食品需求季节性增加，蔬
菜、水果、猪肉等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
上涨，带动CPI涨幅扩大。”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丽岩分析。

不过，从环比来看，前期社会关注
的鲜菜价格出现明显回落。随着各地
多措并举保障“菜篮子”供应，蔬菜上市
量逐渐增加，11月份鲜菜价格环比涨幅
较上月大幅回落9.8个百分点。

记者从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地利
农产品物流园了解到，有着蔬菜价格“晴雨
表”之称的中国蔬菜价格指数已连续下跌
3周，近期蔬菜价格整体处于下跌走势。

统计数据显示，自 10 月份以来，
CPI同比涨幅持续扩大。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立
坤建议，当前要继续加强重要民生商品
保供稳价力度，加快健全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保
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与CPI同比涨幅扩大不同，11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
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这表
明连月来的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
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具体来看，11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价格同比涨幅回落14.9个百分点，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涨幅
回落8.9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价格同比涨幅回落3.0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11月份部分主
要行业价格出现回落，但同比涨幅仍较
高，且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等行业价格涨幅
扩大，当前仍需加强大宗商品价格监
测，持续发力大宗商品保供稳价。

“当前，家装等多个行业价格已明
显上涨，大宗商品价格向部分终端消费
品价格传导的趋势或将延续，对此，要
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经济运行调节，引
入成本共担机制，加大对下游中小微企

业扶持力度，进一步缓解大宗商品价格
传导压力。”王立坤说。

近期，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在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通胀压力持续，是
否会影响到我国物价运行？

郭丽岩分析，展望今后一段时间，
我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连续7年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蔬菜、猪肉等鲜活农
副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产销衔接畅通，
居民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总体充
裕，国内CPI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
础。随着各项保供稳价措施逐步落地，
多数工业品价格可能趋于回落，预计后
期PPI涨幅有望总体延续回落态势。

“随着跨周期宏观调控各项举措精
准到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持
续释放，经济工作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国民经济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市场循
环进一步畅通，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基础
将更加牢靠，全年物价预期目标能够顺
利实现。”郭丽岩说。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曹钰）川
渝一家亲，网信亲兄弟。为加强川渝两
地网信领域协同发展，12 月 9 日，由四
川省委网信办、重庆市委网信办指导，
四川省互联网行业联合会、重庆市互联
网界联合会主办的“川渝e家行”互联网
行业交流活动在重庆举行。

来自四川省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
网企业代表约30人，参观考察了重庆两
江数字经济产业园·互联网园、重庆礼
嘉智慧公园、重庆仙桃数据谷、重庆猪
八戒网络有限公司、马上消费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立信（重庆）数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重庆市重点互联网产业园区

和企业。
参观中，网络社会组织、企业代表

们不时向讲解员提出问题，并与重庆相
关代表就业务领域相同、相通的地方进
行探讨和交流。

去年6月，重庆市委网信办和四川
省委网信办共同签署了《川渝网信领域
协作框架协议》，双方围绕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等10个方面深
化协作，推动川渝网信领域协同发展，
推动“经济圈”建设的网信列车驶上“快
车道”，各方面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一
家亲”意识更强、“一盘棋”理念更加牢
固、“一体化”理念更加默契，川渝网信

“双城记”更加响亮。
四川省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活动是推动川渝网络社会组织互
学互鉴互动的一次具体实践，接下来还
将协调邀请重庆市网络社会组织和互
联网企业代表去四川学习交流，营造

“双城”互动交流的良好氛围，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通过这次活动对重庆的产业布局
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和成都不一样的
是，重庆因地势的原因在产业布局上较
为分散，但整体又是一盘棋打造的思
路，目前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产业
已有相当的规模和亮点企业，非常值得

学习。”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黄鑫说。

成都市互联网界联合会副会长张
正刚告诉记者，“参加这次活动，我的感
受是成都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具有优势，
重庆在产业数字化的优势比较明显，两
地网信领域可以优势互补，双方的产业
协同可以实现价值共链条、资源共渠
道、发展共平台。”

据悉，12 月 10 日上午将举行川渝
互联网行业座谈交流，签署《川渝网络
社会组织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和《川渝
共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
工作体系框架协议》。

老年人“急难愁盼”如何解决？
国新办发布会解读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11月CPI、PPI同比涨幅“一升一降”
专家：全年物价预期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川渝e家行”互联网行业交流活动在渝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