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 时事体育部 责任编辑/吴志润
电话：0596-2523695

E-mail:vip3344007@163.com 7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展望“十四五”

这是科研人员在西藏定日县绒辖沟发现的密叶红豆杉
（2020年 10月 27日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科
研人员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一处大面积的珍
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群。这是时隔 40多年，我国发现的第
二处密叶红豆杉种群。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3月 21 日电 当地时
间 3 月 20 日，中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
第 三 批 疫 苗 运 抵 哥 伦 比 亚 首 都 波 哥
大。应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邀请，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
讲话。

习近平指出，“志合者，不以山海
为远 。”浩瀚的太平洋阻挡不了中哥

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建交 41 年来，
中哥关系得到历史性发展。中国已成
为哥方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中资企
业积极参与哥伦比亚各领域建设。双
方人文交流精彩纷呈，中哥友好深入
人心。

习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两国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积

极开展抗疫合作。不久前，哥方采购的
两批中国疫苗已经运抵，今天又有一批
疫苗送达，为哥伦比亚全国新冠疫苗接
种计划助力加油。希望中哥两国政府
和人民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各领域友
好合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哥
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当天，正在外地考察的杜克总统专
门举行特别仪式，向全国播出习近平主
席讲话。杜克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和
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对哥伦比亚人民的
深 情 厚 谊 和 为 哥 方 抗 疫 提 供 重 要 支
持。发展对华关系是哥伦比亚各政治
派别的广泛共识。哥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动哥中关系持续深化。

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讲话

养老，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

龄化社会。到 2025 年，我国 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

立足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
以满足亿万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
提出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措施。目标如何
实现？措施如何落实？记者近日专访了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如何养老如何养老：：答案不止一个答案不止一个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关键举措。“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了“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
式养老”“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幸福院等
互助性养老”等多项具体措施。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将把城镇
中的闲置社会资源，经过一定程序整合
改造成社区养老设施，同时配合有关部
门将新建或改造建设养老等公共服务设
施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李邦华
介绍，依托养老服务设施，还将在街道、
社区范围内大力发展综合性养老服务机
构，将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针对互助性养老，李邦华表示，民
政部将根据地方实际需求，推动农村幸
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给予相应补贴，
推进“时间银行”试点，探索互助性养老
的更多新形式。

“2022 年底前，确保每个县至少建
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敬老院，
优先满足失能特困人员的照护需求。”
李邦华说，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
55%”要求，民政部将在相关政策中进一
步明确目标，同时对现有养老床位进行
改造升级。

最大需求最大需求：：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调查显示，
我国九成以上的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能力逐
渐衰弱，对居住环境的安全性、便利性要求也不断提高，居
家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计划支持 200万户特殊困难家
庭适老化改造。”李邦华介绍，民政部还将引导有条件的地
方将改造对象扩大到其他有需要的老年人家庭，不断提升
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李邦华介绍，居家适老化改造将采取施工改造、设施配
备、老年用品配置等方式，着力改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和照
护条件。

针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
改造”要求，李邦华表示，民政部将配合有关部门，以满足老
年人社区养老、日常出行等需求为目标，大力推进公共设施
适老化改造。

权益保障权益保障：：更多关注特殊困难群体更多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提出明确要
求，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正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了老年人福利津补贴制度，
基本实现省级全覆盖。”李邦华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3000 多万老年人享受了不同类型的
福利津补贴。

他表示，“十四五”时期民政部门还将从三方面入手完善
老年人福利津补贴制度。一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老年人福
利津补贴提标扩面。二是推进对象精准化，更加聚焦经济困
难的失能、高龄老年人。三是提升规范化、便捷性，解决智能
化技术应用给老年人福利津补贴申领带来的困难。

特殊困难失能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方面，李邦华
表示，民政部将在农村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基础上，进
一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特殊困难失能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制
度，将探访关爱工作从农村拓展到城市，从留守老年人拓展
到城乡特殊困难老年人。

“民政部将指导各地通过日常巡访掌握老年人基本
情况，发现重大风险隐患时，第一时间向巡访对象的赡养
人（扶养人）通报，必要时协助其向有关方面申请紧急救
援，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李邦华说，民政
部还将逐步建立全国探访关爱基础数据库，为精准帮扶、
精准关爱提供数据支撑。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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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最新数
据显示，我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富集的新疆，通过
4条“疆电外送”输电通道，10余年来累计向全国 20
省区市输送新能源电突破 1000 亿度，相当于少燃
烧 3200万吨标煤，助力我国碳排放目标实现。

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俊介
绍，2011 年，“疆电外送”中首次有了新能源电力，

当年外送的新能源电仅有 2.26亿度，到 2020 年底，
这一数字已达 267.6亿度。

从环保角度看，1000亿度的新能源电可减少标煤
燃烧3200万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8640万吨、二氧
化硫27.2万吨、氮氧化物23.7万吨。3200万吨标煤可
换算成原煤 2240万吨，按每节火车车厢载重 60吨计
算，需要约37.33万节火车车厢才能运输。

破千亿度！新疆外送新能源电助全国节能减排

正在此间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2021 年会
经济峰会上，“少子化”与“银发经济”两个独立单元
形成了一种特殊“对话”：

当“老龄化”遇上“少子化”，中国如何破解未来
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老一少”困局，无疑是各方
关注的热点话题。

“‘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问
题，我国总和生育率早就低于自然更替水平，这给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很严峻挑
战。”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开场发言直
指当下问题。

老龄化趋势会从人口总量、人口年龄结构和收
入分配三个方面为消费增长带来负面效应，进而制
约内需扩大，影响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银发经济”的分会场
率先发声。

与此同时，一组组数字，不仅反映出我国人口
变化的特征，也印证着我国未来发展关于“人口那
些事儿”的痛点。

数 据 显 示 ，2020 年 我 国 总 和 生 育 率 已 降 至
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 1.5 的警戒线。同年出生
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 1003.5万，已连续五
年下跌。

无独有偶，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2019 年，我
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至 12.6%，0 岁至 15 岁人
口比重为 17.8%，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预计

“十四五”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

一边是“不生”，一边是“老去”，这样的趋势能
否扭转？

翻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单列一章凸显国家对这一问题的
关注。一系列部署显示，未来我国将以“一老一小”
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少子
化、长寿化、老龄化并存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
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面
对不可改变的“三化并存”现实，关键要不断认识新
的人口机会，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变化是慢变量、长变量，难以立竿见影，只
能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知，借鉴他国经
验，创新政策措施。

作为世界范围普遍现象，日本和欧美国家同样
为“少子老龄”“忧心忡忡”。以日本为例，不仅是

“少子化”一词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老
龄化社会的国家。

“自 2005 年达到顶峰后，日本人口便开始持续
下降。”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佐佐井司说，为了鼓励生育，日本政府采取了
很多措施，包括给生育家庭减税、提供生育补贴、落
实带薪产假等。

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我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了吗？新的人口红利又
该如何挖掘？

“机遇与挑战并存。”原新认为，虽然我国劳动
力资源红利在减少，但它依然庞大，并且随着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此
外，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终退休
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
变成大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
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蔡昉认为，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给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重大挑战，但供需两端仍有潜力可以挖掘。

“十四五”，我国提出了人均预期寿命要再提高
1岁的目标。

“长寿社会呼唤长寿经济。”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说，相比以往，新时代的老年人在
素质、智力、精力和财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在医疗、
保健、康养等多方面消费意愿强烈，“银发经济”市场空
间巨大，老年消费未来潜力巨大。

“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养老要靠公共保障制
度。”蔡昉说，当下我们应积极加强普惠性养老保障
制度建设，从而赋予每个人享受“优雅”老去的权
利。与此同时，养老金等物质基础的保障还能进一
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使“银发经济”真正散发出无
限生机。 （据新华社电）

当“老龄化”遇上“少子化”

中国如何破解“一老一少”困局？

3月21日，游客在沙道村杏林内踏春赏花。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和阳镇沙道村种植的百余亩杏花相

继盛开，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春日景象。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杏花枝头正芬芳杏花枝头正芬芳

“截至 3 月 20 日 24 时，全国累计报
告接种 7495.6万剂次。”国家卫健委新闻
发言人米锋 21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疫情防控总
体保持良好态势，但是仍要更精准、更有
效地进行防控，确保不出现规模性反弹。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接种？老年
人、孕妇适宜接种吗？接种后能否摘掉
口罩？21 日，多部门回应涉及新冠疫苗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焦点话题。

不同品牌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接种不同品牌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
华表示，关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疫苗是否
可以叠加或替代接种的问题，仍需要更
多研究。并将在研究结果出来以后，根
据研究结果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

他说，目前国内附条件上市的 4 款
疫苗都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是
安全、有效的。公众可以按照所在省区
市的统一安排尽快接种疫苗。

6060岁以上老人是否可以接种疫苗岁以上老人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部分地区在充分评估后，已经开始
为 60 岁以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开
展接种新冠疫苗。”贺青华回答，目前，疫
苗研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研发，在临床
试验取得足够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以后，
将大规模开展 60 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
苗接种。

哪些人群不适宜接种疫苗哪些人群不适宜接种疫苗？？

贺青华介绍，目前附条件上市的 4
款疫苗在说明书中对接种禁忌有明确界
定，不建议对疫苗所含成分过敏、血管神
经性水肿、呼吸困难、患有癫痫或其他神
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的
人接种新冠疫苗。

他提示，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宜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在接种后如果

发现怀孕，基于目前新冠疫苗的特性和以往使用疫苗的经验，不
建议采取特别的医学措施，例如终止妊娠，他建议这部分人群要
做好孕期随访和定期检查。

接种疫苗后能否摘掉口罩接种疫苗后能否摘掉口罩？？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由于当前全球新冠疫情
仍在持续流行，国内疫苗接种率较低，来自高流行地区的人员或
物品入境，仍有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他提示，在我国人群疫苗接种达到较高免疫水平之前，无论是
否接种疫苗，在人群聚集的室内或封闭场所，公众仍然需要继续佩
戴口罩，做好个人卫生习惯，并遵循各地具体的防控措施要求。

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有哪些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有哪些？？

“目前监测到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局部和全身反应。”王华庆
介绍，局部的不良反应包括如疼痛、红肿、硬结的情况，这些无须处
理，会自行痊愈，全身的不良反应包括如头痛、乏力、低热的情况。

他介绍，当前接到的不良反应报告为疑似不良反应，也就是
说，属于怀疑和疫苗有关的反应。后续，将继续开展较为严重的
不良反应调查，通过补充调查、了解接种史、疾病情况等，再由专
家组做出诊断。

“不管是从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还是紧急使用的研究结
果、上市后监测的结果来看，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
既往已用的上市疫苗同类品种相比，结果类似，没有出现异常情
况。”王华庆说。

接种疫苗后还会感染吗接种疫苗后还会感染吗？？

“总的来说，疫苗的作用是让大多数人产生保护力，建立免
疫屏障，其预防重症的效果更明显。”王华庆说，从国外目前已用
的疫苗上市评估结果来看，打完疫苗之后，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出
现保护失败。他表示，将对失败的个别案例进行研究和调查。

疫苗生产保障情况如何疫苗生产保障情况如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毛俊锋介绍，目前有 5 款疫苗
获批了附条件上市或者是获准了紧急使用，包括 3款灭活疫苗，
1款腺病毒载体疫苗，还有 1款重组蛋白疫苗。

他表示，按照现有的生产安排来看，全年的疫苗产量完全可
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接种需求。

现阶段出行政策是什么现阶段出行政策是什么？？

“2021 年春运已安全结束。”米锋说，当前，国内低风险地区
持健康通行“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有
序出行，各地不得擅自加码。

他表示，在连续 31 天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后，3 月 18 日陕
西省报告新增 1 例本土确诊病例。这提示，仍然要始终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对新增散发病例，要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确保
不出现规模性反弹。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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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再度发现珍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群我国再度发现珍稀濒危植物密叶红豆杉种群

3 月 14
日 ，沈 阳 猛 禽
救助中心志愿
者将救助的苍
鹰 进 行 放 飞 。
本次放飞的康
复 猛 禽 有 秃
鹫、苍鹰等，救
助原因包括饥
饿、中毒，外伤
等 ，由 沈 阳 猛
禽救助中心救
助并已康复。

新华社发

放 飞

在林周县
黑颈鹤自然保
护区里拍摄的
黑 颈 鹤（3 月
14日摄）。

据不完全
统计，每年有
约 1700 只 左
右的黑颈鹤在
西藏拉萨市林
周县黑颈鹤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过冬。

鹤 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