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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点餐、网上就医、预约老年课堂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与升级，各种各样
的智能化设备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市
民政局获悉，《成都市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
求清单》（以下简称《需求清单》）发布，引导
社会各界和企业提供新创意、新技术、新模
式，加速推进成都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需求清单》从应用场景出发，根据老
年人、养老服务机构和街道社区等多方面
的需求，梳理形成12个智慧养老应用场景
需求，涵盖了老年人的安全、出行、健康服
务、智能相伴、日常应用等方面，为老年人
提供实时、快捷、高效的智能化养老服务。

记者了解到，这12个应用场景需求主
要有两类，一是综合应用场景类，包括高龄
独居老年人智慧照护综合场景、养老服务
商城应用场景；二是技术应用场景类，包括
老年人防跌倒、认知障碍老年人防走失、机
构出入探视管控等10个场景。

比如高龄独居老年人智慧照护场景，

是针对高龄独居老年人的安全、健康风险
预警技术及社会参与技术应用；老年人防
跌倒场景，针对居家或机构环境方面，基于
传感器设备的固定或可穿戴跌倒感知技
术，采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跌倒监测方
法，获取老年人跌倒状态、生理状态及位置
信息；老年人智能相伴场景，在老年人日常
生活的居家、社区、机构等各种场所和养老
服务场景中，借助各类智能化、信息化手
段，为老年人提供触手可及、便捷易用的养
老信息资源服务和陪伴关爱服务。

成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
赋能探索“智慧养老”，通过《需求清单》，更
加直观地呈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养老服务
的融合发展态势，将老年人的智慧养老需
求向社会公布，并以应用场景需求为导向，
激励社会各界为智慧养老服务工作提供新
的创意、开发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整体解决
方案，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资源集成度，满足
老年多层次、精细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

科技赋能养老
成都发布12个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清单

智能陪伴机器人。刷脸助餐。成都市民政局供图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人社部、
财政部26日发布《关于2022年调整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
2022年1月1日起，为2021年底前已按
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
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21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调

整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
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其中，定额调
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
员调整标准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
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
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
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
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
照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5月26
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官网获悉，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庆市政
府、四川省政府近日联合印发了《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到2025年，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建立，文化
旅游领域改革创新高质量推进。现代旅
游业体系更加健全，多元融合的消费业
态不断丰富，高品质消费空间基本形成，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
响力不断增强。

《规划》还提出了到2035年的发展
目标，届时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协同发展
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文化旅游发
展创新改革高地、全国文化和旅游协同
发展样板、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基本建
成，具有较高的国际品牌影响力，成为我
国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活跃增长极和强
劲动力源。

据了解，建设规划的范围包括重庆
市、四川省42个市（区、县），总面积18.5

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重庆市和四川省
全域范围。《规划》的内容包括规划背景、
总体要求、空间布局、构建巴蜀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体系、推进世界级休闲旅游胜
地建设、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文化旅游
消费目的地、深化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实
施保障八部分内容，全面对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聚焦
国际消费目的地建设，提出了全国文化
旅游发展创新改革高地、全国文化和旅
游协同发展样板、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
三个建设定位。

《规划》提出，将统筹区域山水相连、
历史同脉、文化同源、资源禀赋突出等特
征，兼顾协同共建、互补共赢、产业融合、
均衡发展等原则，以重庆主城和成都双
核为驱动，以成渝古道、长江上游、成绵
乐三条旅游带为串联，以“五横五纵”多
条旅游支线为骨架，串接生态旅游大环
线，推动七个特色旅游区合作联动发展，
共同构建“双核、三带、七区、多线”的空
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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