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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人社部、财政部22日发布
《关于2023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明确从2023年1月1日起，为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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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退休人员月人均
基本养老金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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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
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
紧组织实施，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
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意见》5月21日向社会公开发布。

基本养老服务内容有哪些？如何提
供这些服务？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有关负
责同志近日回答了记者提问。

清单是一大亮点
含三大类16个服务项目

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超过2.8亿，占全国总人口19.8%，
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达2.1亿，占全
国总人口14.9%，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制
度体系加快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
性、可及性不断提高。同时，基本养老服
务依然是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的短板弱
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其
基本概念和服务对象、内容、标准需要进
一步明确。

“意见在中央文件中首次确定了推
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和主要任
务，明确了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在基
本养老服务中的职责定位，明确了基本
养老服务涵盖物质帮助、照护服务、关爱
服务等主要内容，突出了对老年人生活
安全与失能长期照护服务保障。”这位负
责人表示，意见是推动解决老年人在养
老服务方面急难愁盼问题，兜住底、兜准
底、兜好底的重要制度设计。

制定《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是此
次意见的一大亮点。

这位负责人介绍，《国家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安全
为主线，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文件中已经明确的涉及老年人的基本服
务项目进行了梳理归纳，整合到基本养
老服务的制度框架下。清单包含物质帮
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三大类16个服
务项目，并分别明确了每个项目的服务
对象和内容。

“将养老服务划分为基本养老服务
和非基本养老服务，并且用清单化、标准
化的方式将基本养老服务作为公共产品
向全体老年人提供，是根据我国国情作
出的一项创新性政策举措。”这位负责人
表示，这样的政策举措可以让地方政府
对现阶段保障养老服务“重点要保什么”

“保到什么程度”做到心中有数，把有限
的财力用到老年人最关心的领域、用到
老年人生活最需要的关键环节。同时，
也有利于广大老年人对于能够从国家、
社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保障，做到心中
有底。

基本养老服务
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目前我国各地区的发展仍不均衡，
老龄化程度差距明显。在此背景下，应
当如何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保障？

这位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党中央、
国务院已经明确的我国老年人应该享有
的基本养老服务，原则上要做到全覆盖、
不漏项，《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所列
的服务项目必须在现阶段基本落实到
位；另一方面，省级及以下政府可以根

据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和老年人需要，研
究提出地方具体的实施项目和标准，在
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养老服务需要与国
家财政保障能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能够使财政可持续，并按照程序进行动
态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明确基本养老
服务主要由国家直接提供或者通过一定
方式支持相关主体提供，这其中就包括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各级民政部门要落实发展养老服
务优惠扶持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
供基本养老服务，将政府购买服务与直
接提供服务相结合，优先保障经济困难
的失能、高龄、无人照顾等老年人的服务

需求。”这位负责人说，具备条件的地方
要优化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运
营补助等政策，支持养老服务机构提供
基本养老服务。

“下一步，民政部将发挥养老服务部
门联席会议机制的牵头协调作用，推动
各部门和地方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落实。
此外，民政部还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建立健全评价机制，把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综合绩效评估。对做得好的先进地
区或单位要表扬激励，对工作落后的地
区或单位要帮助查找原因，推动工作落
实。”这位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

2023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上调3.8%

确保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承诺必达”
民政部就《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答记者问

记者从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了解到，5月22日，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与长征二号F遥
十六运载火箭组合
体 已 转 运 至 发 射
区。目前，发射场设
施设备状态良好，后
续将开展发射前的
各项功能检查、联合
测试等工作，计划近
日择机实施发射。

新华社发

神舟十六号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国家文物局等日前宣布，我国在南
海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遗址，未来将
分阶段开展考古调查工作。

据悉，2022年10月，中科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在我国南海海域执行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科学考察
和深潜作业时，于南海西北陆坡约
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大型海底沉
船遗址，并及时通报国家和地方有关
部门。之后，两处沉船分别定名为南
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陆坡

二号沉船。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将
用1年左右时间，分3个阶段实施一号、
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工作。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科
学部副主任陈传绪介绍，针对文物现
场观察和文物提取的特殊要求，中科
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将利用载
人/无人潜水器，配合使用新型力反馈

柔性机械手、潜载吹沙清理装置等，对
海底文物进行无损的保护性提取，对
被沉积物覆盖的关键文物进行水下清
理，方便考古学家进行原位观测。

“我们将充分利用已有的平台技术
装备，包括‘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
船，‘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载人潜水
器，‘狮子鱼一号’遥控水下机器人等，同
时开展深海考古关键技术攻关和专用装
备研发，为深海考古工作提供有力支
撑。”陈传绪说。 据新华社

南海古代沉船遗址 将分三阶段考古调查

我国启动2023年
珠峰综合科学考察
新华社拉萨5月22日电 记者22日

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队获悉，2023年珠穆朗玛峰极高海拔
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正在西藏珠峰
地区开展，来自5支科考分队13支科考
小组的170名科考队员，将继续聚焦水、
生态、人类活动，揭示青藏高原地球系
统变化机理，优化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
障体系。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开展
地球与生命演化、圈层相互作用及人地
关系研究的“天然实验室”。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法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开
展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与研究”“掌握青
藏高原生态本底及其变化”。珠峰科考
是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要内容，研究珠
峰地区气候环境变化对于世界其他地
区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珠峰科考
总指挥姚檀栋院士介绍，2023年珠峰科
考将聚焦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珠峰极高
海拔环境如何变化、珠峰环境变化与西
风-季风如何相互作用、珠峰地区未来
环境如何影响亚洲水塔变化等重大科学
问题开展研究。“珠峰科考已经实现了登
山科考向科考登山模式的转变，实现了
从‘我要征服你’到‘我要了解你’的思路
转变，实现了新技术和新手段的应用，取
得了重要国际影响。”他说。

据介绍，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研究队此前在珠峰的科学考察活
动已收获“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及影响”

“巅峰海拔的强烈升温”“巅峰海拔的冰
雪融化”“珠峰地区人体生理的特殊反
应”“珠峰地区变绿的生态过程”等多个
领域一系列科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