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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上午8时许，全国政协十四届二
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
堂中央大厅北侧开启。9位全国政协委
员面对镜头，畅谈履职心声和感受，讲
述身边变化与成就。话语间，传递着时
代脉动和民生温度。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如何培养更
多好老师？

“我们在实践中建立了一体化教师
培养机制，形成‘教师教育共同体’，把
中小学教师请到大学讲堂，让大学生登
上中小学课堂，把职前职后充分贯通，
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
’的基础教育师资。”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院长郑军委员说。

“家门口”的服务直接关乎老百姓
的获得感、幸福感。“社区服务就是要为
老百姓办好事，让老百姓好办事。”重庆
市民政局副局长邓琳委员说，现在重庆
的社区基本都有了党群服务中心，还着
力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针对老人、
儿童、特殊困难群体等提供相关服务。
在她看来，社区服务供给需要多方协同
发力，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可触可感的为
民便民安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何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让中医药更
好惠及百姓？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
研究所所长唐旭东委员认为，擦亮中医
药这块“金字招牌”，要加强中药材及中
药饮片各环节的系统质量管理，让老百
姓吃上放心药、吃上好中药；加大基层

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疑难
疾病、重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让
更多的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

北京希肯国际文化集团董事长安
庭委员分享了排练话剧《上甘岭》时台
前幕后的故事。“我们出生在一个英雄
辈出的时代，有太多的时代英雄、时代
楷模成为了我们今天舞台上的英雄形
象。”安庭说，我们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
作品来歌颂他们。

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受中华文
明的魅力，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舒
勇委员有着自己的思考。

“打造好国家文化符号，是讲好新
时代中国故事的重要方法和有效路径，
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舒勇说。他

以赵州桥为原型创作的大型景观雕塑
“丝路金桥”，深受国内外朋友喜爱。

新疆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地区，新疆
水利厅厅长梅钰委员讲述了新疆做好

“水文章”的两个小故事，带来了新疆人
民喝上“放心水”“幸福水”、新疆高效合
理科学利用水资源的好消息。

梅钰说，“十三五”以来，3666个农
牧村饮水问题得到全覆盖解决和巩固
提升。

西藏农科院农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达瓦顿珠委员已经从事青稞研究15年
了。“近些年，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通过
改良冬青稞来优化调整西藏的种植结
构，在保障粮食产量的同时，提高土地
使用效率，保护好生态环境。”达瓦顿珠

说，未来要培育适应海拔3800米以上地
区种植的耐寒、早熟冬青稞新品种，探
索不同生态区最佳的复种模式，为高原
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委员通道”上，既能听到来自祖国
边疆的幸福故事，也能感受到老工业基
地的新气象、新面貌。

“人山人海的冰雪大世界、人头攒动
的中央大街，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浓浓暖意。”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副市长张海华委员谈到“尔滨”
走红和“冰雪热”，充满信心地说，“我们
要乘势而上，深入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让东北在敢闯敢干、真
抓实干中成为全面振兴的热土。”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黄宝
荣委员用身边的故事道出新型工业化的

“新”意。一位返乡创业的甘肃天水小伙
通过与科研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逐步
掌握了浆水酸菜的发酵原理，把这一当
地特色风味做成了乡村特色产业，延伸
了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也串起了企业、
种植户和务工人员的“致富链”。

他表示，甘肃作为老工业基地，要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
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和新材料
基地，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推进产
业数字化转型，实现“老树发新芽”。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句句恳切的
心声，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铺展开人民美好生活的亮丽画卷。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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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老
年用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经
济。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增进
老年人福祉，解决适老化过程中的难
点、堵点，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
的话题。

关乎民生需求
孕育发展机遇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
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
经济活动的总和。

近期，国办发布了《关于发展银发
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新
时代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意见提出4个方面26项举措，覆盖
老年人衣食住行、养老照护、健康管理
等诸多方面。

发展银发经济，是实现老年群体美
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2.9亿。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
快，养老需求随之快速增长。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老年群体除了
衣、食、住、行、用等传统需求，还有艺
术、体育、休闲、娱乐等新需求。

山西省太原市政协副主席李新华
委员表示，老年人期待提高生活品质的
愿望和需求在不断增强，发展银发经济
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有利于满足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发展银发经济，将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国银发经济刚
刚起步，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据相关
测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
亿元左右，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
元左右。

合肥市市长罗云峰代表表示，银发
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孕
育着发展新机遇。从关键小事入手积
极回应老年人关切，提高银发经济供给
体系能力和效率，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支点。

打通适老需求堵点
提供多样化产品、服务

养老辅具添加一些老年人用不到
的“花哨”鸡肋功能，影响产品的正常操
作；智能设备操作繁琐让老年人“不敢
用”“用不好”；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让老
年人“上下为难”，居家环境“磕磕碰
碰”；看病就医、交通出行等高频公共服
务事项存在“堵点”……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在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解决养老
产品、服务“不适老”问题。

计划报告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
济，开展品牌化发展、高标准领航、产业
集群发展等行动，推进相关产品和服务
的标准化试点，组织银发经济产业园区
建设。

“养老产品应想老人之所想，才能
真正撬动银发经济这一蓝海市场。”江
西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胡小青代表
说，当前老龄产品市场存在供需错配问
题，未能很好满足老年消费者对安全简
便、高性价比产品的需求，应尽快健全
老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引导生产企业
开发更加人性化、品质化、品牌化、实用
化的老年用品。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康养产品
正在加速融合。罗云峰建议，完善人工
智能养老产业链，精准捕捉银发经济的
需求点，推进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服

务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在居家、社区、机
构等养老场景集成应用。

近两年，各地各部门加大资金投
入，在各领域进行适老化改造：目前主
要移动支付APP已进行适老化升级，全
国超过96%的银行网点已推进适老化
改造；江西提出，到2025年底，对6万户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
改造；一些城市推出买菜专线等“适老
公交”。

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党委书
记雷燕琴代表建议，居家环境适老化改
造过程中，应结合老人身体状况、居住
环境、实际需求、生活习惯制定专业化、
个性化方案，让老人们真正享受到改造
带来的便利。

“建议将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
新，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适老化水
平。”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尹忠代表表
示，相较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适老化
改造技术难度不大、成本不高，要将适
老化改造落实在行动中，让养老变“享
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制约银发经济
发展的现实问题急需解决。当前，我国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总量不足、专业
化水平不高、待遇保障水平较低、流失
率较高等问题。江苏省南通市福爱护
理院护士长李楠楠代表建议，在养老服
务领域创造更多适合年轻人发挥的平
台，建立更完善的职业发展体系，不断
增加年轻人的职业归属感和荣誉感。

加快发展养老金融
持续推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全国实施个
人养老金制度，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

保险。
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作为第一

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保障退休
基本生活需要；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
金目前只有部分企业提供；养老金融
作为第三支柱的有力支撑，由于参与
门槛相对较低、参与方式灵活，被寄予
厚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表示，
加快发展养老金融，持续推进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改革，全力支持健康产业、银
发经济发展。

养老金融不仅聚焦老年人，还有年
轻人等将老未老人群。

“金融机构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人
群的养老财务规划需求，提供多样化养
老金融产品。”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白
涛委员表示，着眼养老保障、财富管理
和健康养老服务，不断丰富个人养老金
产品，加快发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养
老储蓄等重点业务，提升长期投资能
力，引导更多人通过养老金融进行养老
储备。

截至2023年底，超5000万人开立
个人养老金账户。目前，个人养老金产
品超过700只，包括储蓄类、基金类、保
险类、理财类等产品。

支持养老产业更好发展，也是做好
养老金融大文章的重要内容。“加强政
策引导，促进社会资本有序进入银发
经济相关产业。”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金李委员建议，积极运用政策性金融
工具，适当向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重
点领域倾斜；同时加强对智慧养老、医
养结合、旅居养老等新兴产业的金融
支持，推动养老产业多元化发展。

据新华社

如何发展银发经济，更好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