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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严赋憬 赵晨
捷 叶珊 朱旭东 董小红 张海磊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2.96
亿，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

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增进老年人福
祉？怎样满足快速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
求？如何布局银发经济新产业？记者近
日走访多地调研，探寻银发经济发展动力
和前景。

如何更好解决“银发族”急难愁盼？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1号文”，
聚焦银发经济，《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
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成为我国首个支持银
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3亿，
专家预计这一数字在2035年前后将突破
4亿，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约5亿，发展银
发经济是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
键。另一方面，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目前在
7万亿元左右，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亿
元左右，潜力巨大。

可以说，发展银发经济，既是实现老
年群体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也是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承载老年食堂、老年学堂、康养娱乐
等多元功能，提供中长期照料、短期托
养、居家照护等专业化服务……今年元
旦，北京首家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紫竹院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投入
运营。今年北京计划建设 100 家区域养
老服务中心，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

在康复室锻炼，接受理疗保健……前
不久，改造升级后的广东东莞东城街道居
家养老“长者健康驿站”正式开放。街道
负责人介绍，这里在原有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划分出康复训练
区、中医理疗室等不同区间，进一步满足

社区老年人多样化个体康复需求。
解决好老年人生活圈、身边事的急难

愁盼问题，是发展银发经济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做饭太麻烦，吃饭将就一下；腿脚不
方便，医院能不去就不去；子女在外地，日
常生活没人照护……我们常常听到老年
人诉说诸多不便。

在成都市武侯区“颐居通”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武侯区14.6万余
名60岁以上老人的相关信息汇聚成“关爱
地图”，养老助餐等点单需求实时滚动。

“通过热线电话或者小程序点单，老
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助餐、助浴、助
洁、助医、助急、助行等服务。”平台运营工
作人员蒋冰介绍，平台已为辖区老人进行
居家养老服务超过 23.2 万人次、助餐 8.5
万余人次。

“9073”——这是中国老年人养老模
式基本构成，即约90%居家养老、7%依托
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照顾好居家
和社区养老的日常需求是重中之重。

今年春节过后，山东省东平县的李大
爷用上了“家庭养老床位”。工人上门给
他家安装了紧急呼叫按钮、智能床垫、烟
感报警器、床边扶手，还送来了坐便椅、淋
浴椅、四足手杖、感应小夜灯等老年用品。

东平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家庭养
老床位建设的标准是平均每户补贴不超
过3000元，一户一策，对居家环境关键区
域进行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及老年用
品配备。

“十四五”以来，山东实施特殊困难老
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1.3万户，建设家庭
养老床位5.8万张。

截至2023年底，我国累计完成困难老
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48.28万户，累计建
设家庭养老床位23.5万张，逐步完善的养
老服务体系更好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解决老年
群体急难愁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宏观室助理研
究员韩瑞栋说，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家庭

适老化、公共设施适老化、智能技术适老
化等，经济社会的适老化转型还将衍生出
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如何布局潜力产业？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
多元。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欧盟等国家
和地区进入深度老龄化前后，都选择通过
发展银发经济，将人口老龄化结构势能转
换为内需消费动能。

我国银发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昕说，现阶段
相关产业主要集中在餐饮、护理、保健等
基础养老服务方面，而老年人多元化、差
异化、个性化的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
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独居老人如何确保安全？在江苏艾
雨文承养老机器人有限公司，一款智能养
老机器人提供新的可能：老人意外跌倒时
智能报警，自动巡逻掌握老人动态，对上
门的服务人员跟踪录像，在不同场景下为
居家养老提供全天候智能服务。

老人居家健康如何管理？在深圳普
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东莞的研发制
造基地里，陈列着一个个体形小、易操作
的老年医疗器械，有清理呼吸道分泌物的
高频振动排痰仪，还有预防深静脉血栓形
成的空气波压力治疗仪等。公司总裁胡
明龙介绍，正加快研发推出更多创新产
品，方便老人居家康复治疗。

一个个“黑科技”老年用品，正加速涌
入市场。

2023年，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规模达
到了5万亿元，产品种类和数量也具备了
一定规模。小到老年服装服饰、智能监测
仪，大到多功能护理床具，紧扣老年群体
需求的相关产品进一步丰富。

各类经营主体也在争相布局。截至
今年3月，17家央企、64家省属国企已在
智慧健康养老、康养旅游、养老金融、抗衰
老产业、老年用品制造等关键领域进行前
瞻性布局。截至2023年底，我国开展养老

相关业务企业达49万余家。
相关国家的产业动向，是我国发展银

发经济的重要借鉴。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人口发展研究室主任胡祖铨介绍，
荷兰积极探索居家照护领域数字化应用，
日本大力支持开发推广护理机器人和辅
助数字技术，英国推动银发经济基础研究
和商业模式创新等。

我国已明确提出，大力培育老年用
品、智慧健康养老、康复辅助器具、抗衰
老、养老金融、老年旅游服务、适老化改造
等潜力产业。

满足起身和平躺功能的助起沙发，无
障碍电动高度可调厨房灶台，针对患吞咽
咀嚼功能障碍人群的特殊食物……调研
中，不少行业企业在加强服装面料、款式
结构等适老化研发设计，推进可穿戴设
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应用，瞄准新
赛道，撬动大市场。

“顺应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
求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发展趋势，我国
银发经济各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涌现，成为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的重
要途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
与管理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王皓田说。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关于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将
银发经济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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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银发经济
兼顾“为老”和“备老”，具有很强的前瞻
性。

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发展养老金
融业务，丰富个人养老金产品；推动基因
检测、分子诊断等生物技术与延缓老年病
深度融合，发展抗衰老产业……国家对于
布局“为老”产业作出明确部署。

“银发经济发展离不开各年龄人群的
共同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
司长刘明说，在未老阶段进行财富储备、
健康管理，在老年阶段才能更好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老年人口近3亿，怎样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新华社南京 4月
22 日电（记 者 蒋芳
邱冰清）记者 22 日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
素珍于4月21日去世，
享年93岁。

刘 素 珍 出 生 于
1931 年 11 月 。 3 岁
时，父亲去世，她与爷
爷奶奶相依为命，住
在南京市珠江路吉兆
营同仁街。1937 年南
京大屠杀发生时，刘
素珍年仅6岁，她被日
军 用 开 水 烫 伤 了 右
臂。“我们在上海路高
坡子那里用泥巴堆了
地洞，躲在里头，上面
飞机轰炸的声音轰隆
隆地响，大人小孩都
吓得不敢出去……很惨很惨，那个生活
真的苦。”她生前回忆时说。

10多岁时，贫苦的刘素珍当了童养
媳，共育有三女一子。生前接受采访
时，她说：“过去我们受的苦，现在不能
忘掉，要牢牢记得，知道苦，才知道甜。”

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
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仅剩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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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成立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在青岛举行

4月21日，青岛港3号码头，小朋友在参加国际信号旗语体验。
连日来，2024年海军成立纪念日舰艇开放活动在青岛举行。开放的舰船多数参加过亚丁湾护航、出国访问、联演联训等重大任

务。预约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人们不仅能登舰参观，还能与海军官兵面对面交流、参加军事特色科目体验、了解海军特色
文化等，零距离感受人民海军舰艇的风采和魅力。

今年4月23日是海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4月20日至24日，海军在青岛、大连、烟台、上海、厦门、广州、湛江、海口、三亚等地海
军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其中在青岛港3号码头、青岛奥帆中心码头安排6艘舰船向社会公众开放。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