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首场共和党党内初选中表现不佳的美国阿
肯色州前州长阿萨·哈钦森16日决定退出总统竞
选。

◆美国阿肯色州前州长
退出总统竞选

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将于 19 日在纽约发行中
国农历甲辰年特别版邮票版张——龙票版张，庆
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联合国将发行中国农
历龙年邮票版张

在波兰和乌克兰边境举行抗议活动的波兰卡
车司机16日与波兰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将阻碍边
境正常通行的抗议活动暂停至3月1日。

◆波兰卡车司机暂停波
乌边境抗议活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 16 日表示，为实现乌克兰
“去军事化”这一重点目标，俄军正在使用远程高
精度武器对乌全境内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国防企业
实施精准打击。

◆普京：俄正对乌全境
军事设施实施精准打击

据当地媒体报道，泰国中部素攀武里府一家
烟花厂17日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7人死亡、
多人受伤。 均据新华社

◆泰国一烟花厂爆炸致
17人死亡

天下纵览 11
2024年1月18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 南炎红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 商 英 / E-mail：ycwbbjb@126.com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发展
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
国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
门文件。

实际上，2024 年开年，1 月 5 日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就研究了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政策举措。不久，意
见就作为国办 2024 年 1 号文件对外发
布。

国家为何这么重视发展银发经济？
一方面，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我国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近3亿人。专
家预测，一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化
程度将不断加深。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
必须重视不断增进老年人福祉，让老年
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蕴含着发
展新空间。面向老年人及家庭的银发经
济，有望成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支柱。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
长、业态多元。据相关测算，目前，我国
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亿元左右，占 GDP

比重大约为 6％。到 2035 年，银发经济
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左右，潜力巨大。

“银发经济”不是新名词了，值得关
注的是，这次意见对银发经济作出明确
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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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意味着，虽然老年人是银发经
济活动的主体，但发展银发经济兼顾“为
老”和“备老”，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纵观这份意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体现得非常充分，特别是突出老
年群体关注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做饭太麻烦，吃饭将就一下；腿脚不
方便，医院能不去就不去……日常生活
中，我们常常听到老年人诉说诸多不便。

为了解决老年人的急难愁盼，意见
提出一系列切实措施。比如，外卖平台、
物流企业可以参与老年助餐配送，方便
老年人足不出门就吃上放心饭，同时还
支持各地按规定对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
人给予补贴或发放老年助餐消费券。此
外，生活用品代购、家政预约、代收代缴、

挂号取药等老年人生活服务有望得到更
好满足。

针对老年人关心的日常活动场所较
少等问题，意见也有详细部署，并首次明
确新建居住区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 0.1
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国家还将建设改造一批社
区便民消费服务中心等设施，打造一批
让老年人放心消费、便利购物的线上平
台和线下商超。

除了日常生活需要，老年人也希望
日子过得更有品质。

冬日的海南三亚，老年康养中心一
房难求；安徽池州，600多所老年大学为
老年人提供丰富艺术课程；辽宁沈阳的
北陵公园，玉带河天然冰场上，老年人冰
球竞技好不热闹……

面对老年人需求结构逐步从生存型
向发展型转变，意见提出了建设国家老
年大学，发展面向老年人的文学、广播、
影视、音乐、短视频等内容行业，加强球
类、棋牌等活动场地建设等系列措施。

从实物到服务，再到文化、艺术、体

育、休闲等，国家更加重视老年人的多层
次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不断提高老
年人的幸福感。

高品质的需求，需要高品质的产品
和服务供给。

规划布局10个左右高水平银发经济
产业园区，培育银发经济领域龙头企业，
着力培育和发展智慧健康养老、康复辅
助器具、抗衰老、适老化改造等一批未来
前景明确的潜力产业……国家聚焦培育
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打出组合
拳。

当下，围绕适老化改造、智慧健康养
老的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一键通呼
叫、智能烟感等设备，为老年人提供监
测、预警等自动化服务；智能护理机器
人、家庭服务机器人等前沿产品加快落
地；智能升降沙发、防走失定位鞋、气囊
防摔衣等全方位呵护老年人生活……

可以期待，随着意见的出台和落地
实施，能满足老年人更多个性化、品质化
需求，银发经济将迎来快速发展、成色十
足的新阶段。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家为何这么重视发展银发经济？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严赋憬

再过 10 天，春运即将拉开帷
幕。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春运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预计将达到90亿人次，创历
史新高。

1954年，“春运”二字首次出现
在媒体上。那时，春运的“主力选
手”是学生、机关干部等，大家坐着
绿皮火车，慢慢“颠”回家乡。

70年过去，人们乘坐的交通工
具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多样，路途的
时间越来越短，春运的新鲜事儿也
越来越多。

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的第二个
春运，今年出行需求大释放。根据
预测，今年春运铁路、公路、水路、民
航等营业性客运量将达18亿人次，
与2023年相比，多两亿多人次。按
一个人来回需要乘坐 4 次车计算，
相当于多了5000万人口在流动。

解决几亿人同时出行的难题，
靠的是更多新开的线路，更优化的
出行时刻，以品质促提升，用速度换
时间。

1 月 10 日，我国铁路实行新的
列车运行图，更好服务春运出行。
成都到乌鲁木齐的单向旅行时间最
长压缩9小时24分，长春到南宁最
多可节省16小时19分……对于游
子来说，回家的距离没有变，但家却
感觉更“近”了。

让人人有更好的出行体验，是
交通运输部门的追求。实行新的列
车运行图后，在东北、西南、西北地
区，铁路部门专门安排了20列乡村
振兴旅客列车，增加脱贫县停站的
频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支撑。

作为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

徙，如此大范围的出行，靠的是越来
越发达的综合交通网络。

新年伊始，各地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陆续提上议程。高速
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连片成群，民航
建设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畅通区域发展“大动脉”、方便人民
群众出行的同时，也成为拉动内需
的“火车头”。

说完营业性客运量，再来谈谈
非营业性客运量。

今年自驾出行可以说非常火
爆，根据预测，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
干线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约
有72亿人次，占全社会人员出行量
的80％，是2023年同期的两倍多。

自驾出行成为春运出行的绝对
主流，原因何在？

一方面，私家车保有量的攀升
为自驾出行提供更多可能，导航技
术的成熟发展为自驾出行保驾护
航，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车出门“兜
兜风”。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
运行让人们旅游、休闲的愿望日益
强烈，选择与亲友团聚的方式不再
只局限于回到家乡，还可以走出家
门、国门，去户外追寻“诗与远方”，
去热门商圈“买买买”。

另一方面，公众自驾出行有了
更多保障措施。今年春节假期小型
客车免费通行时段为2月9日至17
日，达 9 天，开车回家费用将更少；
服务区停车、充电、加油、餐饮等服
务管理持续提升，遇到应急突发事
件，清障救援将更及时，开车回家更
舒心。

春运，是续接百业振兴之势的
起点。90亿人次的穿梭往返，呈现
的是一个生机勃勃、拥有旺盛活力
的中国。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90亿人次！
“春运”里的活力中国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王聿昊 樊曦

▲1月17日，新华社记者乘坐的客机抵达瑙鲁机场。
当地时间17日，新华社记者抵达瑙鲁共和国，成为瑙

鲁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愿同中国复交后，首位进
入这个太平洋岛国的中国记者。瑙鲁政府当地时间15日发
布声明，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
交关系”，愿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新华社记者
抵达瑙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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