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近年来，天津积极开
展适老化改造：开展硬件
设施改造，在小区楼道与
老人家中安装扶手等设
施，方便老人日常活动；
开设老年人食堂，根据老
人需求提供堂食与送餐
服务，解决就餐难题；构
建智慧养老“三维防护
网”，独居老人遇到紧急
情况可一键报警，并加强
日常监测，保障老人安全
……一系列举措，让老年
人在社区、在家中能更好
实现“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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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市 60 岁 及 以 上 常 住 人 口

300.2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66%。“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是 300 多万老年人的期

盼 ，也 是 政 府 的 工 作 重 点 。 调 研 问 需

时，97%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天津

根据现实情况，建立了与老年人需求相

适应的“973”养老服务格局，即 97%的

老年人依托社区居家养老，3%的老年人

依托养老机构养老。

居 家 养 老 要 解 决 哪 些 不 便 和 困

难？天津将适老化改造作为提高老年

人生活质量的支点，与老旧小区改造、

城市更新、老年人助餐等统筹推进，打

造老年友好型社区，让老年人在社区、

在家中就能享受贴心的养老服务。

一根扶手——

适老改造便利出行
位置高度因人而异

走进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楼

道里靠墙处，一根长长的橘黄色扶手很

显眼。“这个跟普通扁平扶手比，更细

圆，而且是防滑材质，适合老人抓握。”

和平区民政局养老科工作人员田超群

介绍。上到二楼拐弯处，一位大爷坐在

凳子上休息。聊起歇脚凳，大爷说：“我

们爬楼不比年轻人，中间得停会儿歇口

气，有个凳子坐坐挺好。”

楼梯道上，多一根扶手、一张折叠

凳，带来的是便利，温暖的是人心。

顺 着 楼 梯 来 到 80 岁 的 刘 大 爷 家

里 ，洗 手 间 也 安 装 了 无 障 碍 扶 手 。 马

桶右侧有一个“T”形可折叠助力扶手，

马桶上方有一个“U”形扶手。据介绍，

扶手安装的高度是根据老人身高以及

站 、坐 时 的 便 利 度 设 定 的 。 刘 大 爷 的

老伴常年卧床，“坐下、起来都费劲”。

安装扶手后，去洗手间有个借力，“现

在不用担心自己扶不住老伴了。”刘大

爷说。

需要安装扶手的老人有多少？还

有哪些居家设施不够便利？和平区将

适 老 化 改 造 民 心 工 程 与“ 和 平 夜 话 ”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机制结合，进社

区走访询问，做好动态需求调研，并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一小区一策”“一楼

栋一策”“一家庭一策”的适老化改造

原则。

老旧小区建设年代久，无防护、台

阶高、轮椅难进出。针对这些设施上的

共性短板，2019 年，天津印发《关于加快

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天津市

促 进 养 老 服 务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9—2021 年）》，其中明确提出，要大

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达标和

服务能力建设。2020 年，天津市民政局

会同发改、财政、住建、卫健、银保监、残

联 6 部门印发《天津市老年人居家适老

化改造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推动实

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先行将

特困人员范围的高龄老年人、失能老年

人、残疾老年人家庭纳入居家适老化改

造。2020 年，天津完成“三类”重点人群

居家适老化改造 1429 户。 2021 年，补

贴对象范围扩大至低保、低收入家庭，

由原来的“三类”扩展到“九类”，为 2000
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开展居家适

老化改造。

改造哪些位置？怎么改造？天津

根 据 群 众 实 际 需 求 ，逐 一 制 定 相 应 标

准。按照“一户一案”的原则，由专业机

构或专业人员入户调查、评估，明确具

体改造项目，设计改造方案。改造过程

中，根据《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

和老年用品配置推荐清单》，区分基础

类和可选类项目。基础类项目涵盖如

厕洗浴设备改造、地面改造等 7 项，可选

类项目涵盖自动感应灯具、配置轮椅等

23 项。

“以后老旧小区，公共空间有防滑

坡道、休息长椅，楼道内有扶手，楼梯

转 角 有 歇 脚 凳 ，提 高 老 年 人 出 行 的 安

全性和便利性。”天津市民政局养老处

工 作 人 员 段 磊 介 绍 ，生 活 困 难 的 老 年

人，随时可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实施

入户安装扶手、地面防滑处理、高台阶

拆除等改造，解决老年人如厕洗澡、起

居 行 走 等 问 题 ，降 低 在 家 发 生 意 外 的

风险。

一顿饭菜——

打造居家养老中心
满足老人就餐需求

天气好时，82 岁的侯桂荣奶奶时常

一早就下楼遛弯儿，顺便把菜买了，中

午自己做饭。“可遇到下雨下雪，自己就

不敢出门买菜了。”侯奶奶说自己身体

还行，等行动不方便时，就希望附近能

有个老年食堂，解决买菜做饭的难题。

2019 年，河西区对全区老人数量及

需求开展摸底调查，建立老年人档案。

调研发现，20 余万名老年人普遍反映，

助餐是第一位的需求。

为做好这项工程，河西区决定在距

社区 0.7 公里、适宜老年人步行范围内，

打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助餐基础

上，逐步开展助医、助浴、休闲活动中

心，打造 15 分钟老年宜居生活服务圈。

过 去 ，有 些 社 区 也 有 日 间 照 料 中

心，但很多服务需要交给专业机构和人

员做。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河西区确

立“企业为主、党政助力、公益支持、群

众参与”的工作思路，多方协力，共同解

决老年人用餐难的问题。

“一开始只提供送餐服务，但老年

人反映想堂食，吃热乎菜，还能跟其他

老年朋友聊聊天。”河西区南昌路 45 号

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经理田浥介

绍，中心刚建成时是用电做饭，烧菜的

口味跟燃气比有差距。运营方提出需

求后，相关部门立即协调，帮助解决了

燃气接入问题。

食堂开放后，侯奶奶询问订餐和堂

食情况，工作人员耐心询问：“喜欢清淡

的还是辣的？有什么忌口吗？”并向她解

释补贴政策，“河西区户籍老人助餐补

贴，从年满 80 周岁以上降低到年满 70 周

岁以上，原来的午餐补助改成午餐或晚

餐二选一。”老人吃饭的烦恼解决了。

截至目前，天津推动街道社区根据

实际情况改造开设老年人食堂 1701 家，

每个食堂配备老年人餐盘桌椅，打造老

年友好型用餐环境。

一通电话——

紧急情况一键报警
日常呼叫确保安全

1 月 4 日凌晨 2 时 24 分 18 秒，河西

区大数据管理平台居家养老呼叫中心

值班人员接到“一键通”报警信息；2 时

25 分整，值班人员熊雪婷联系上报警的

老人，得知其身体不适、喘不上气，立刻

帮忙联系亲属；电话无人接听，熊雪婷

立即帮忙呼叫 120 派车到家中急救；老

人身体恢复后，非常感谢大数据管理平

台在关键时刻提供的急救帮助。

“一键通”是河西区为独居老人打

造的智慧养老“三维防护网”中的一道

防线。一个手环，一端连着独居老人，

一端连着河西区大数据管理平台。平

台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老人一键按下

“SOS”报警功能后，值班人员电脑会收

到报警信息，并显示报警人地址、电话、

紧急联系人、所在社区网格员信息等内

容。呼叫中心值班人员会立即回电询

问情况，初步判断紧急程度，进而决定

联系亲属、网格员或是呼叫救护车，让

独居求助老人第一时间获得急救帮助。

除了紧急情况，为保障独居老人的

安全，平台日常会每隔一天主动给老人

打一次电话，确认老人安全无恙。“呼叫

电话以智能呼叫为主，如果无人接听，

则会转入人工呼叫，并通知所在社区网

格员上门询问确认。”呼叫客服中心经

理陈晶介绍，通过“物防、技防、人防”三

维防护融合，线上与线下融合，管理与

服务融合，共同打造适合独居老人等特

殊群体的安全防护网。

河西区从 2019 年启动智慧养老，建

成 全 区 统 一 、互 联 互 通 的 养 老 服 务 平

台。通过搭建全区老年人数据库，打通

户籍、养老、社保、健康档案等数据壁

垒，整合居家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紧急

救援服务、志愿服务、安全监管等服务

功能，提供“互联网+养老+医疗+应急

呼叫+管理”的智慧养老服务，提升养老

服务工作效能。

“适老化改造，不仅包括有形的设

施改造，也包括无形的适老化服务。”天

津 市 民 政 局 局 长 朱 峰 说 ，天 津 将 坚 持

“大改造与小改造同步走、大环境与小

环境齐改善、大服务与小服务相衔接”，

加快推进适老化改造工作，更好地满足

老年人对宜居环境的多元需求，让老年

人生活更便利、更舒心。

天津深入推动适老化改造，让老年人居住在社区—

出行障碍少 就餐饭菜好
本报记者 龚相娟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本报北京 6月 7日电 （记者李心

萍）6 月 7 日人社部对外发布《2021 年

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截至 2021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4652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6773
万人。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

业人员占 22.9%，第二产业就业人员

占 29.1% ，第 三 产 业 就 业 人 员 占

48.0% 。 2021 年 全 国 农 民 工 总 量

29251 万人，比上年增加 691 万人，增

长 2.4%。其中，本地农民工 12079 万

人 ，增 长 4.1% ；外 出 农 民 工 17172 万

人，增长 1.3%。

截至 2021 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人数为 102871 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3007 万人。全年基本养老保

险 基 金 收 入 65793 亿 元 ，基 金 支 出

60197 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存 63970 亿元，其中，基金投资

运营规模 1.46 万亿元，当年投资收益

额 632 亿元。

2021 年 年 末 全 国 参 加 城 镇 职 工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48074 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 2453 万人。其中，参保职

工 34917 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 13157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2058 万人和

395 万人。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执行企业制度参保人数为 42228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2320 万人。全年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总 收 入

60455 亿元，基金支出 56481 亿元。年

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

存 52574 亿元。 2021 年，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

4.5%，基金调剂规模为 9327 亿元。

2021 年 年 末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险参保人数 54797 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 554 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

人数 16213 万人。全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339 亿元，基金支

出 3715 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11396 亿元。

2021年人社统计公报发布

全国就业人员7.465亿人
养老保险参保人超10亿，基金累计结存6.397万亿元

本报林芝 6月 7日电 （记者徐驭

尧）记者近日获悉：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已建成市、县、乡、村四级远程医疗体

系，覆盖 55 个乡镇卫生院和 144 个偏

远村，可满足 3.5 万农牧民的远程医疗

问诊需求。

结合西藏地区幅员辽阔、居民分布

分散的特点，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筹措资金 1542 万元，用于林芝远程医

疗体系建设。援藏工作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综合性远程医疗体系能够从根本

上缩短沟通时间，节省资源，弥补林芝

当地基层医护人员相对短缺的不足，及

时满足各村镇农牧民的医疗需求。

据介绍，远程医疗体系不仅能解

决医疗问诊问题，还能满足各级医疗

机构互联互通需求。林芝市卫健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系统建成后，市医院可

同各基层医院进行线上学术研讨，援

藏医疗团队可以组织线上经验分享

会，各县医院可组织乡镇医生和村医

进行业务培训，及时解决疑难问题。

西藏林芝建成四级远程医疗体系

本版责编：商 旸 徐 阳 赵 政

（上接第一版）

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 30%，城乡
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

6 月 5 日上午，汽笛嘹亮，满载日用小百货、五金工具等商品的 X8020 次中欧

班列从浙江义乌铁路西站启程，驶向西班牙马德里。累计开行 2800 多列的义乌

中欧班列，折射出义乌经济的强劲脉动。

中国义乌，世界超市。去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 3903.05 亿元，同比增长

24.7%；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 86628 元，高于北京、上海。

“10 年来，义乌出口增长了 5.4 倍，进口增长了 10 倍，电子商务交易增长了

6.1 倍，从‘买全国、卖全国’走向了‘买全球、卖全球’，‘世界小商品之都’建设迈

出了坚实步伐。”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

欣欣向荣的义乌，正是我国县城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年底，我国 1472 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约为 1.6 亿人，394 个

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约为 0.9 亿人，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

口的近 30%，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约 65%。推进县城建设，有利

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

间布局。

推进县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有力。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

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我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

阶段，今后一段时期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窗口

期。”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推进县城建设，既有利于适应农民日益

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又有利于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也

有利于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的衔接配合。

推进县城建设，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更澎湃。现阶段，县城投资消费与城市

的差距很大，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 1/2
左右，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 2/3 左右。推进县城建设，有利

于扩大当期有效投资和居民消费，开拓新的巨大投资消费空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介绍，《意见》分五类引

导县城发展方向，即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合理发

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

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

需要，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

聚人口，扩就业，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全世界一半的眼镜片在江苏丹阳制造；全球每三双袜子至少有一双来自浙

江诸暨；湖南邵东一年生产的打火机，串起来可以绕地球赤道 20 圈……在“乡土

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中，产业始终是县城建设发展的根基。

有产业，县城才有吸引力，人口才能聚集。

“产业配套设施可供众多企业共用共享，直接影响着要素是否流入和企业成本

高低。推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夯实县城产业基础，才能促进居民就地就

近就业和持续增收，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说。

强优势，产业才有竞争力，发展才有空间。

安徽天长，成立光纤光缆产业招商小组，编制光纤光缆产业链图谱，瞄准产

业龙头、产业高端，从江苏扬州引进总投资 10 亿元、年产 20 万千米 5G 数据线缆

项目，加速传统优势电缆产业向光纤光缆产业迭代升级。

浙江德清，依托交通区位优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错位发展农家乐和度假

村等多种业态，壮大乡村民宿经济。2021 年，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 356.6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4%，使“叶子”变成了“票子”。

产业发展不搭“空中楼阁”，更不能“人云亦云”，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增强产

业支撑能力，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

才能培育本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畅循环，合作才有支撑力，要素才能汇聚。

提升产业平台功能，根据需要配置公共配套设施，引导县域产业集中集聚发

展；健全商贸流通网络，发展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打造工业品和农产品分拨中

转地；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改善县城消

费环境……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通堵点，接断点，除盲点，消弱点，县域经济发

展夯基础、提质效。

育人才，增长才有持续力，县城更有活力。

十多年前从村里搬到河南滑县锦和新城社区，谢艳枝从农民变成了市民，更

从田间进入了车间，“政府对俺进行免费技术培训，俺现在骑自行车到家门口的

服装厂上班，一个月挣五六千元，日子过得踏实。”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特别是困难农民工

的技能素质和稳定就业能力，更多新市民安居乐业，县城才更有凝聚力和创造力。

补短板，惠民生，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

县城建设发展关系县城乃至全县域的民生质量。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

才能提升县城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升县城的吸引力，要统筹市政设施‘硬件’和公共服务‘软件’建设，突出

高效实用原则，缩小县城与大中城市设施和服务差距，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提升

县城居民幸福感。”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王大伟说。

——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宜居县城的硬件基础强起来。

四川金堂，实施防洪排涝能力提升十大工程，毗河 3 号橡胶坝将河道从 90 米

拓宽至 210 米，有效缓解县城防洪排涝压力。

江西贵溪，开发智慧水务监管平台，推广智慧水表应用，提升管理水平的同

时，漏损率和运行成本双降低。

提高县城对人口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县城的市政公用设施需要不断改进。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健全防洪排涝设施，加强老化管网改造，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推进数字化改造，县城生活才能更安心、更便捷。

——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宜居县城的普惠服务优起来。

公共服务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江苏溧阳，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使县内就诊率达 90%。在吉林梅河口，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与梅河

口市中心医院展开合作，更好满足吉林省东南部 200 万居民就医需求。

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在福建闽侯，2020 年至 2021
年，建成教育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 7 个，近 2000 名教师参与校际有序流动；在河

北固安，新改扩建近百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新增学位 3.8 万个，城镇“大班额”现

象得以消除。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推进县城建设，保障基本公共

服务普惠共享，促进优质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城乡差距正在持续缩小。

——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宜居县城的生态环境靓起来。

沙河，广东博罗的“母亲河”。曾经，粗放发展导致岸上企业随意排污，沙河

一度成了“纳污河”。铁腕治污倒逼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污水塘变身科普生态公

园，截至去年年底全县累计建成污水管网 214.14 公里。如今，沙河水质均值优于

Ⅲ类，博罗人自豪地说：“‘岭南万户皆春色’名不虚传。”

环境基础设施水平决定着县城人居环境和整体面貌，也是县城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支撑。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推进县城环境基础设施提

级扩能，建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将更好满足居民文化和生态等需要，彰显

县城绿色人文风貌。

该负责人表示，我国有 1866 个县及县级市，数量大、类型多，发展路径各不

相同，县城建设不能搞齐步走、“一刀切”，推进县城建设要严守“五条底线”，严格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守住历史文化根脉，防

止大拆大建、贪大求洋，严格控制撤县建市设区，防止盲目发展新城新区和炒作

房地产，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把县城这个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建强建好，带动乡村共享发展成果，广

袤大地上的“小城故事”定会分外精彩。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助力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图为黔西市永燊彝族苗族乡农村公路。 周训超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