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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通过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
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已累计建成家庭
养老床位 23.5 万张、为 41.8 万老年人提
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在 1 月 14 日召开
的 2024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一组数
据吸引记者注意。

家庭养老床位是一张什么“床”？
据介绍，家庭养老床位就是把养老服

务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从而缓
解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家庭养老难题。

在我国，九成以上老年人倾向于居家
养老。但对于一些失能、半失能老人来
说，由于少了专业照护，翻身、吃饭、洗浴
等“小事”成了一家人的“难事”。

另据统计，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有 2.8 亿人，截至 2023年三季度全国
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床位 820.6万张。仅
靠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养老床位的诞
生，让老年人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专业机
构的服务。

同样是送服务上门，家庭养老床位与
普通的家政服务相比，有什么区别？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
家养老分会副会长郑志刚介绍，家庭养老
床位这一服务模式送来的服务由养老护
理员等具有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提供，更
符合失能老人需求。老人生活场所也将
进行专门的适老化、智能化改造。

记者了解到，家庭养老床位是“十三五”
时期国家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中产生的创新举
措。“十四五”时期，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开展居家和社区基
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拿出“真金白银”为项目地区符
合条件的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
床位，鼓励探索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专业照护模式。

当前，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模式尚属试点阶段，要进一步
普及推广还有诸多难题待破解。

“原本在一家机构中，一个工作人员可同时照护两到三
名老人，但若要提供上门服务，就要付出更高的时间成本。
这就需要建立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高养老服务机构参
与热情。”郑志刚表示。

此外，如何降低工作人员交通意外风险、服务纠纷风
险、如何确保服务质量更好维护老年人权益等问题也急需
政府部门和养老服务机构共同破题。

记者了解到，各地在试点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交上
了各自“答卷”。

为了点燃养老服务机构参与热情，四川省眉山市按照
每户不高于 2500 元的标准，对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经费给予
补助，并对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家庭照护床位实行“以奖
代补”。

为了让老人享受到更实惠的服务，北京市石景山区将
养老家庭照护床位项目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深度融
合。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老人可在一定范围内报销 70%至
80%居家护理服务费用。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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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密织牢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
福 不 幸 福 。 近 年 来 ，我 国 社 会 老 龄 化 程 度 越 来 越
高。截至 2022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有 2.8亿人，占总人口的 19.8%。

2023 年，我国养老服务实现提质增量。我国加
快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所有省份均已出台实施
方案和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截至 2023 年三季度，全
国 各 类 养 老 机 构 和 设 施 达 40 万 个 、床 位 820.6 万
张。此外，通过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行动，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23.5 万张。我国养老
服务体系愈加完善。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将加快推进
养老服务立法，扎实做好立法研究。同时，动态调整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指导地方落实清单制度，织
密织牢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

■ 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更有力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障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健
康成长是民政工作重要方面。

一年来，民政部持续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
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出台多项举措，强化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保障和教育保障，进一步

促进残疾孤儿回归家庭。
截至 2023 年三季度，全国共有 14.6 万名孤儿

和 38.8 万 名 事 实 无 人 抚 养 儿 童 纳 入 保 障 范 围 ，集
中和分散养育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达每人
每月 1885.4 元、每人每月 1439.9 元，分别较上年同
期 增 长 5.2% 、6.6% 。 事 实 无 人 抚 养 儿 童 基 本 生
活 保障标准为每人每 月 1439.9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6.6%。

民政部承担着流动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牵头
职责。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将加快建
立工作机制，组织实施有关专项行动，落实好流动
和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建立台账、关爱帮扶等重点
任务。

■ 社会救助向服务救助拓展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
经过多年发展，社会救助“四梁八柱”已经确立，政策
和实践基本成熟、定型。

2023 年，我国完善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平台，增强预警功能。同时，全面推行由急难发生
地直接实施临时救助。民政部还出台文件，加强政
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畅通公益慈善力量参
与渠道。

截 至 2023 年 11 月 底 ，全 国 动 态 监 测 低 收 入
人 口 6600 多 万 人 ，保 障 低 保 对 象 4044.9 万 人 ，城
市 低 保 平 均 标 准 每 人 每 月 779 元 ，农 村 低 保 平 均
标 准 每 人 每 月 615 元 ，分 别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5%、7.7%。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要制定发展
服务类社会救助政策措施，推动社会救助由资金救
助、实物救助向服务救助拓展，及时回应救助对象的
多元需求。同时，将积极推进社会救助立法，为社会
救助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奏 响 自 然 与 人 文 之 歌
——东北擦亮冰雪文化“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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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寒假和春节假期临近，人群大规模流动和
聚 集 可 能 加 速 呼 吸 道 疾 病 传 播 风 险 。 当 前 全 国 季
节 性 流 感 等 呼 吸 道 病 原 体 流 行 情 况 如 何 ？ 公 众 如
何 做 好 防 治 ？ 怎 样 强 化 医 疗 力 量 配 备 ？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14 日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就 公 众 关 心 问 题 进
行回应。

新雪季以来，东北地区迎来“客似云来逐冰雪”的盛景，不少地方纷纷火爆出圈。在粉雪上畅滑，

在冰灯前拍照，在湖畔观冬捕……让游客慕名而来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冰雪自然资源，还有集东北文

化、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为一体的冰雪文化“金名片”。

养老、护苗、扶弱，我国下一步这样做

新华社发

织密织牢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儿童福利和
权益保障更有力、社会救助向服务救助拓展……
1 月 14 日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围绕养老、护
苗、扶弱等方面进行工作总结和部署。

黑龙江“中国雪乡”景区。 来源：网络

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

“季节性流感包括甲型 H1N1、
甲型 H3N2 亚型以及乙型流感。”中
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
主任王大燕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
国南方省份近 3 周乙型流感病毒占
比持续上升至 36.8%，北方省份近 5

周 乙 型 流 感 病 毒 占 比 持 续 上 升 至
57.7%，一些省份乙型流感病毒占比
已超过甲型流感病毒。

部分公众关心感染过甲流的患
者是否仍可能感染乙流。对此，王大
燕 表 示 ，得 了 甲 流 后 产 生 的 免 疫 反
应 ，对 乙 流 不 能 提 供 有 效 的 免 疫 保
护。即使本次流行季得过甲流，也还
有可能再次感染乙流。目前，流感疫
苗 中 包 含 甲 型 H1N1 亚 型 、甲 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组分，建议高
风险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监 测 数 据 还 显 示 ，元 旦 假 期 后
全国新冠疫情仍处于较低水平。其
中 ，哨 点 医 院 新 冠 病 毒 检 测 阳 性 率
保持在 1%以下，新冠病毒 JN.1 变异
株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专家研判认
为 ，近 期 我 国 将 继 续 呈 现 多 种 呼 吸
道 疾 病 交 替 或 共 同 流 行 态 势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疫 情 可 能 在 本 月 出 现 回
升，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
发展成为我国优势流行株。

病原诊断很重要 须针对性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主 任 王 贵 强 表 示 ，公 众 感 染 流 感 病
毒、新冠病毒等病原体以后，建立的
免 疫 力 并 不 持 久 ，可 能 出 现 反 复 感
染，且这些病原体之间也没有交叉免
疫，不同病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替感
染。从而容易导致上呼吸道黏膜屏
障受损，继发细菌感染等。

专 家 建 议 ，出 现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症 状 要 及 时 进 行 病 原 诊 断 ，明 确 诊
断后针对性治疗。通过针对性治疗
可 以 有 效 缩 短 病 程 ，降 低 进 一 步 传
播风险、降低住院和重症风险。

北 京 中 医 医 院 院 长 刘 清 泉 表
示 ，养 护 正 气 是 预 防 呼 吸 道 症 状 反
复发作的关键。患者在患病期间或
康复过程中，规律的睡眠对于提升正气非常重要。保持
饮食清淡、营养丰富，不吃油腻辛辣刺激食品，注意防寒
保暖。同时，不要乱用药、乱投医。

呼吸道感染容易诱发或加重老年人群心血管疾病。
对此，专家特别提醒，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生呼吸道感染，
应积极治疗，对于年龄大于 65 岁以上，既往有冠心病、慢
性心率衰竭等病史的患者，不要出现感冒样症状后选择
忍耐，而要积极尽快到医院就诊。

强化医疗力量配备 优化就诊流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
示，要积极调配医疗资源，优化就诊流程，保障医疗用品供
应。做好医疗资源储备，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王贵强表示，针对不同类型呼吸道疾病，各级医疗
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治疗。包
括 增 加 发 热 门 诊 、感 染 、呼 吸 相 关 科 室 人 力 资 源 ，尽 可
能开放门诊服务，强化医疗资源整体配比，减少患者就
诊等候时间；高水平医院对下级医院，包括社区基层医
疗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专业支持，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承担常见呼吸道疾病诊疗；实行线上挂号，尽量减少
就诊人员聚集，充分发挥互联网诊疗优势；强化病原体
检测，提高抗生素使用针对性，促进规范合理使用相关
药物等。

元旦假期以来，南北互跨旅游吸引了大量游客，越
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
动医学科主任王健全建议，群众参与冰雪运动要有比较
科学完善的装备，衣服要轻薄但隔热，能够抵御严寒；开
始时尽量选择低难度赛道或低难度雪道进行滑动；冰雪
运动在寒冷环境中，要注意时间不要过长，适当休息补
充能量。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图片来源：百度

体育赛事活动多 冰雪运动成新宠

在吉林省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滑雪爱好者们有序
在缆车前排队，拿上雪板准备在雪道上飞驰畅滑。“前
几年都是去周边和省外的滑雪场，现在终于实现在家
门口‘泡’雪场的梦想了。”通化滑雪爱好者王旭刚说。

冰雪运动成为大众健身新宠儿。元旦假期，辽宁
营口何家沟滑雪场接待了大量外地游客，接待量比去
年同期增长 36%。为了满足南方游客的游玩需求，滑
雪场还特意增添了雪圈、雪盆、橡胶船等嬉雪项目。

依托体育赛事，丰富冰雪体验。近日，辽宁省青少
年高山滑雪锦标赛在沈阳东北亚国际滑雪场火热启
幕。“去年有 140余人参赛，今年达 180余人。”赛事裁判
长逯明智说。随着辽宁成功申办 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

冬运会，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愈发高涨。辽宁自
入冬以来已相继举办第九届辽宁弓长岭国际滑雪邀请
赛、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锦标赛等赛事。

在吉林省，包括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
界杯等一系列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让人们在
冬天也能现场观看高水平赛事，近距离欣赏冬奥冠军
们同台竞技。

“民俗+非遗”冰雪运动玩法上新

夏有夏美，冬有冬趣。凭借稻田画出名的沈阳市
沈北新区稻梦小镇是人们夏秋季难忘的记忆。冬季来
临时，10 万平方米的稻田化身巨大冰场，一场别开生
面的稻田冰雪运动会在这里火热举行。不少村民身着
锡伯族传统服饰参与雪地拔河、雪地足球、雪地射箭

等赛事。
冰上龙舟赛也成了各地推出的特色活动。在黑龙

江呼玛县，200 多名参赛选手组成 17 支队伍，在冰天雪
地中上演“速度与激情”。冰上龙舟是传统龙舟的创新
和延伸。选手们用龙舟撑推动龙舟在冰上滑行，更具
挑战性和娱乐性。在辽宁锦州，第七届海洋冰雪节暨
全民冰雪运动季冰上龙舟超级联赛将于 1月 15日至 16

日开赛。
在黑龙江“中国雪乡”景区，浪漫雪景与民俗体验

的深度融合正在上演。“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雪景，
景区充满东北特色和风情，太热闹啦！”湖南游客王道
忱说。据介绍，景区着力打造花灯一条街，丰富篝火晚
会、大秧歌、花车巡游等活动，展现民俗文化魅力，让游
客体验特色冰雪文化。元旦期间，“中国雪乡”景区接
待 4.46万人次，同比增长 240%。

在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们在冰冻的湖面上等待着冰湖腾鱼的盛况。这里至
今仍保留着人工凿冰、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等最原始的
捕鱼方式，这一传统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近年来，东北各地深挖特色优势资源，开展形式多
样的冰雪体育运动，以丰富的冬季产品供给，不断发展
冰雪文体活动，增强游客体验感与参与度。

“冰雪+N”新场景助力冰雪消费升级

这个冬季，依托冰雪，以冰雪+体育、冰雪+文旅、冰
雪+演艺、冰雪+民宿等一系列“冰雪+N”的新场景、新
玩法独具特色，丰富了冰雪经济业态，点燃了冬季冰雪
消费市场。

随着滑雪运动越来越受欢迎，雪具和雪服也进入
了销售旺季。记者在辽宁超鹏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到东北玩的人多了，各种
棉服订单直线上升，我们正开足马力。入冬以来公司
销售额已接近 5000万元。”辽宁超鹏服饰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同飞说。

“冷”冰雪遇上“热”文创，这个冬天同样“有料”。
梦幻的“雪花摩天轮”、刚猛的东北虎、浪漫的索菲亚教
堂……这些哈尔滨特色元素，借助精巧的设计和精湛的
工艺被制作成一枚枚精美的冰箱贴，用手机扫一扫，还
能借助 AR 技术“动起来”，一经发售便被抢售一空，预
购量已超过 10 万。“一贴难求”背后折射的是当地谋划
布局创意设计产业，推进产业招商，加快培育经济社会
发展新动能的丰硕成果。

今年冰雪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无疑是黑龙江最
闪耀的明星 IP。景区以地标性建筑“雪花摩天轮”为基
础，制作了造型精美的文创雪糕。游客赏冰雪美景，吃
文创雪糕，拿着“小摩天轮”与大摩天轮拍照合影，拉满
冰雪之旅的“甜度”。

一张张冰雪“金名片”正在被擦亮。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长春 1月 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