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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
福不幸福。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65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9%。
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

百姓福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养老服务保障。代

表委员们表示，应持续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
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让“银发族”安度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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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老有所养，让“银发族”安度晚年
本报记者 李 贞 申孟哲

民生共话

为种业装上“中国芯”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新乡市市长 魏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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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粮食的“芯片”，只有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
中国饭碗。我长期关注种业安全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提出了加快推进种业振兴的建议。

目前，我国“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
目标基本实现，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
仍有差距，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科研单位与种
业企业联合攻关机制尚不健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必须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
控风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河南
是粮食大省，也是种业大省。省里近年来谋划在新乡建设

“中原农谷”，积极整合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
业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以种业为突出特征的农
业创新高地和农业科技新城。我们建议将“中原农谷”纳入
国家种业自立自强战略布局，在创新资源集聚、种业产业发
展、种业开放合作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创建以种业为主导
产业的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本报记者 王美华整理）

履职故事

健全应急医疗救治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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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应急医疗救治体系，是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
内容。当前，我国院前医疗急救人才队伍数量不足、农村
急救资源不足、急救网络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应急医
疗救治体系亟待完善。

我建议进一步健全应急医疗救治体系，依托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国家级应急医疗救治中心。同时建立
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医疗救治中心，健全紧急救治联动机
制，并将院前医疗急救专业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范
围，探索专业职称评定体系，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人才队伍
建设。 （本报记者 邵玉姿整理）

图①：一位老人在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尚贤乡华山村崇
仁老年食堂里用餐。 廖 敏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玉景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医护人员指导老人使用智能体检一体机。

刘智峰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龙阳街道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一位老人正练习书法。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底图：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莲邦安老颐养中心，老人们在

开心地荡秋千。 秦祖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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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养老保险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中国建立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连续上调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达10.5亿人，同比增加2430万人。

“中国努力构建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
以企业（职业）年金为补充、与个人储蓄性养老
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
长白涛建议，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养老
金规模，放宽企业建立年金计划条件。

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36个
先行城市或地区启动实施，目前参加人数已

超过2800万。“自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宁波启动
试点实施以来，我们与相关部门、金融机构通
力合作、积极推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
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叶苗表示，宁
波将持续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切实为特
困、低保、高龄、失能老人做好兜底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政协副主席
梁伟认为，应多措并举提升个人养老金对不同
收入群体的吸引力。他建议设立个人养老金账
户平台，为参加者提供全面、专业的信息资讯
和清晰、简单的操作指引，调动群众参加个人
养老金的积极性。

助力养老产业发展

随着中国养老事业全方位进步，养老产
业也在加速兴起。中国养老服务供给能力近

年不断增强。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各类
提供住宿的养老机构 4 万个，养老服务床位
822.3万张。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中
国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在税费、用
房、水电气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
学院副院长孙洁建议，探索建立分级养老护
理机制，逐步形成以“居家护理为基础、社区
服务为依托、机构护理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
系，促进护理产业发展。同时，基于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创新养老护理产业新模式，提高
护理服务的便捷性和针对性。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市场规模近年来快速
扩大，业态不断创新，但仍存在产品供给不足、
数字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党委书记杨剑宇认
为，应推动居家可穿戴、便携式养老监测设
备的普及应用，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

造，拓展智慧养老院、智慧居家养老等场
景，加快区域健康养老大数据平台建设，满
足智慧养老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古都放心早餐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淑惠在调研中发现，一些
高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日常买菜、做饭很
不方便。她建议积极探索老年餐厅等服务模
式，让更多企业参与运营，促进这项民生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丰富老人精神生活

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少
代表委员表示，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
展中，要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把积
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全过程。

“既要持续做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也要
满足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全国政协委员、福
建省政协常委蔡炳瑞建议，可在社区书院、党
群工作室等场所开设老年人心理健康课程和
心理咨询室，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救助渠道和
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
建议，健全养老服务公共财政长效投入机制，
根据村镇、社区及城市老年人口规模和需求，
合理规划布局老年公共文化设施，通过政府购
买文化服务的方式，开办针对老年人的电影
放映、文艺演出、画展等公益性流动文化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
化司司长骞芳莉认为，应拓宽渠道丰富老年人
精神文化生活。如鼓励各级党员干部与空巢老
人、高龄老人结对帮扶，支持街道社区盘活空
置房、公园、商场等资源开展文体活动，激励
影视剧制作者推出更多老年题材作品等。

文学艺术是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归
根结底是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作品要想走入人心、走向
世界，创作者必须以最诚恳的姿态去挖掘和呈现人性的真
善美，让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走出
去，走到各国读者、观众中间，不断增加中国作家、艺术
家及其作品的“曝光度”，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为一名长期在文艺领域工作的人大代表，我十分关
注如何向世界讲述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我将坚持调研和
创作，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本报记者 刘少华整理）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 麦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