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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首次实现
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

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

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

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

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

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

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

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据介绍，嫦娥五号任务创造了

5项“中国首次”，一是在地外天体

的采样与封装；二是地外天体上的

点火起飞、精准入轨；三是月球轨

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是

携带月球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

再入返回；五是建立我国月球样品

的存储、分析和研究系统。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12月16日，中国城市酒驾
形势指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发布会上，中国道路交通安全
协会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
院、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中国科
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共同发布了
国内首份《中国城市酒驾形势
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北京、上海、深
圳、宁波、金华、杭州、广州、济
南、厦门、南京、成都等11个城市
的酒驾形势测评结果为“最佳”。

据了解，《报告》建立了一
套城市酒驾形势指数体系，通过
公共数据检索、滴滴平台数据、

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等四种渠
道，对国内34个大中城市进行
打分；《报告》将城市酒驾形势指
数体系分为三个等级指标，涉及
社会环境、酒驾预防、酒驾执法、
安全意识、科技防控等多维度。

在一级指标中，社会环境指
标权重最高，其次为酒驾执法指
标，体现出了酒驾治理工作需要
多方共治；二级指标中，安全意识
指标、抵制酒驾两个指标权重较
高，说明社会意识对酒驾防治的
重要性；三级指标中，执法频次
满意度、拒绝酒驾认知两个指标
权重较高，再次说明酒驾治理实
施过程中“堵”和“疏”必不可少。

《报告》认为，代驾服务等
出行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从源

头上实现酒驾行为的有效疏
解。因此要创造条件鼓励代驾
行业的发展，提高公众对代驾
服务的接受程度和使用频次。

滴滴代驾政策发展研究中
心总经理陈孟毅介绍，平台充分
发挥大数据分析及技术能力，为
交警部门研发了滴禹·星程系统，
拉长了酒驾治理的链条，将“汗
水警务”升级成“智慧警务”。

同时，滴滴代驾联合各地
政府主管部门，在“零酒驾街区”

“一盔一带”等活动中积极配合，
把反酒驾和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进一步延伸。截至目前，滴滴代
驾已联合全国50多个城市的交
管部门设立了300多条“零酒驾
街区”，并在全国70多个城市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主题
宣传活动。此外，滴滴代驾还多
次邀请政府主管部门，对平台司
机进行驾驶安全培训。

“滴滴代驾和政府主管部
门结合实际情况，多维度深入
推进酒驾协同治理，实现了1+
1＞2的酒驾治理效果，为数字
经济时代的政企合作提供了新
思路。”陈孟毅说。

在城市特色治理酒驾分享
环节，杭州市公安局交警局交通
治理大队的谢晓颖分享了警企
合作的经验。就在不久前的全
国交通安全日期间，杭州交警联
合滴滴代驾等公司共同推出了
移动禁酒驾移动VR体验车，打
造了禁酒驾宣教的新形式。

国内首份城市酒驾形势指数报告发布国内首份城市酒驾形势指数报告发布
北上深等11城治理酒驾卓有成效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12月15日，住建部、工信
部、公安部、商务部、卫健委和
市场监管总局六部门印发《关
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
线上线下生活服务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要求广泛运用
5G、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
平 台 ，对 接 城 市 信 息 模 型
（CIM）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
台，链接各类电子商务平台。

其中特别提到，要以智慧
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为支撑，大
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线上线下齐发力

今年以来，物业成为城市管
理领域炙手可热的一个关键板
块，其重要性被不断提及，相关
公司也迎来了新一轮上市井喷。

在发展居家养老方面，特
别是智慧物业将成为重要支
撑。《意见》具体提出，要通过线

上预约，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
浴、保洁、送药等生活服务；同
时，对接医疗医保服务平台，提
供医疗资源查询、在线预约挂
号、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
医保信息查询、医疗费用报销
等医疗医保服务；为了降低老
年人意外风险，还需要物业加
强动态监测，为居家养老提供
安全值守、定期寻访、疾病预
防、精神慰藉等服务。

此外针对智慧物业建设，
《意见》还提出构建智慧物业管
理服务平台、全域全量采集数
据、推进物业管理智能化、融合
线上线下服务、推进共建共治
共享、加强领导统筹推进等六
大方面18条措施。

比如，实现车辆管理智能
化。加强车辆出入、通行、停放
管理；增设无人值守设备，实现
无感支付，减少管理人员，降低
运营成本，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拓宽物业服务领域，要求物
业在做好基础服务的同时，为家
政服务、电子商务、居家养老、快
递代收等生活服务提供便利。

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促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居住社
区延伸，对接房屋网签备案、住
房公积金、住房保障、城市管
理、医保、行政审批、公安等政
务服务平台，为政务服务下沉
到居住社区提供支撑。

促进城市管理下沉，把智
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作为城市
管理政策宣传、政策解读、信息
发布、舆论引导等的重要窗口，
推动居民参与城市管理。

政策密集发力

事实上，这并不是物业首
次被“点名”支持社区居家养老。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
展的意见》，就提到探索“物业
服务+养老服务”模式，支持物
业服务企业开展老年供餐、定
期巡访等养老服务。

今年12月3日，住建部、发
改委、民政部、卫健委、国家医
保局和全国老龄办六部门发布
《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展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再
次强调了推动和支持物业服务
企业积极探索“物业服务+养老
服务”模式。

“未来我国的养老市场空
间较大，而社区物业或将成为
提供便捷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
重要载体之一。”贝壳研究院高
级分析师潘浩认为，“物业+养
老”模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
社区物业“近民”的特点，补充
养老市场的供给不足；另一方
面可以结合现有社区特点进行

“适老化”的软硬件改造，解决
老人不愿离家但又需要特殊看
护的需求，便于居家社区养老
模式的广泛应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
人口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
18.1%。根据民政部最新信息
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
人口将突破3亿人，将从轻度老
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国家政策层面多次提及
‘物业+养老’，也为物业企业后
续转型明确了思路。”易居研究

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
他表示，相关政策提到了

三个方向：养老服务营收实行
单独核算、支持养老服务品牌
化连锁化经营和组建专业化养
老服务队伍。特别是针对“持
养老服务品牌化连锁化经营”，
严跃进分析，这意味着已经取
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营业
执照的物业企业，将允许其跨
区域经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相比于传统物业管理，社区
增值的毛利率一般更高，但据记
者梳理发现，目前上市物业公司
中来自于社区增值服务的收入，
基本不超过总收入的10%。

中国企业家发展联盟副理
事长柏文喜认为，此举一方面
能够为社区养老人群提供更到
位、更便利、需求响应更快、效
率更高的各类助老与照护服
务；另一方面也可以相对降低
物业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成本，
让物业企业的社区养老服务成
为可持续的事业。

多城市试水“物业+养老”

“物业+养老”究竟如何落
地？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上
海、山西、湖南等地都已出台了
专项文件或进行了探索。

今年5月，北京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
方案》，其中就提出探索实行

“物业服务+养老服务”模式。
按照计划，到2022年底，北

京各区至少建成一所区级公办
养老机构，建成街道(乡镇)养老
照料中心不少于350家、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不少于1200家。同
时，建立养老服务顾问制度，支
持物业企业做好服务需求对接。

今年10月，位于北京市朝
阳区的劲松北社区开始试点

“物业+养老”的新模式。在该
模式下，物业员工兼任起“养老
领事”，每位领事包楼包片，对接
近200个老人家庭。领事们每
周要开展至少一次入户巡视或
电话联系，若是独居、高龄老人，
巡视频次还要增加。“养老领事”
入户后，还会梳理一张需求清
单，如老年餐、理发、电器清洗、
保洁、助浴等，随后与附近的第
三方机构对接，而清单项目也
会根据老人的反馈每月更新。

上海市长宁区在探索“物
业+养老”模式创新时，则把一
部分重点放在了“适老性”改造
上，支持物业公司以及社会力
量利用社区闲置设施改造成社
区小型养老服务设施。此外，
还有嵌入式养老设施提供养老
顾问、电梯加装咨询等服务。

今年5月，山西出台《关于
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
见》，也提出探索“物业服务+养
老服务”模式，支持物业服务企
业开展老年供餐、定期巡访等
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

而据湖南省民政厅日前透
露，常德、湘潭等地已有部分小
区试水“物业+养老”，为老年人
提供“点菜式”便捷养老服务。

我国推进我国推进““物业物业++养老养老””模式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