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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一面
是老龄化程度加深，一面是养老护理
人员短缺。谁帮我们养老？这个听
起来有些“扎心”的话题，最近在网上
引起热议。对此，记者采访老龄问题
专家，给出了一些“参考答案”。

调查显示，我国90%的老年人倾
向于居家养老。在一些地方，互助性
养老，正成为居家养老的选项之一。

志愿者为高龄老人服务并存储
服务时间，年老后可享受相应时长
的养老服务——作为互助性养老的
一种模式，“时间银行”已在江苏、上
海、北京等多地试点。居住环境改
造、医疗康复护理服务、家政服务
……这种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新时代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高端研讨会上，北
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表示，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时间银行”成为汇
聚社会人力资源、鼓励全人群就近就
便参与志愿服务、充分开发利用及优
化配置资源的重要平台。

在城市里，“时间银行”“老伙
伴”计划这些互助模式行得通，而在
农村，空巢、独居老人的养老难题，
能否互助解决？

通过在河北、四川、山西一些地
方调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
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王列军发现，这
些地方的互助性养老模式符合农村
实际，而且大多数是农民自发建立
的，有活力、有凝聚力。

“吃住一体”型、“管吃不管住”
型、“公共文体娱乐+上门服务”型

……各种类型的互助性养老模式，
依托村级老年协会、依靠有威望的
老人带动组织，通过“少老人”帮“老
老人”来解决“缺人”问题。

“目前来看，资金是多方筹集的，
对政府的依赖度不太高，成本很低，
灵活性强，而且促进形成了敬老助老
孝老的良好氛围，带动了家庭养老。”
王列军说，政府主要发挥资金支持和
宏观指导作用，可通过购买服务引导
对口社会组织积极扎根农村，来激发
村庄内生活力；同时，巩固家庭在农
村养老中的基础作用。

即便是互助性养老，也离不开
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业内常说

“做养老不赚钱”，如何增强社会各
方参与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中国
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建议，出台“税费抵扣”政策促进医
康养产业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税费抵扣做
得好，对保障民生、激发居民消费具
有重要意义。”王虎峰认为，可制定
老年医养产品和服务目录，通过税
费抵扣或直接补贴政策，刺激对目
录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实行“链式功
能医康养”模式，将服务内容从医养
结合延伸到老年人生活用品、其他
用品等领域。

其实，不管谁帮我们养老，个人
也总要为自己的老年期做点财富储
备。那么，养老金制度需要怎样完
善，个人又该如何“储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董
克用表示，国际上普遍选择国家、单
位、个人养老责任共担的“三支柱”

养老金模式，而我国“第一支柱”基
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急需强化

“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和“第三支
柱”个人养老金。

董克用说，“第二支柱”“第三支
柱”都不是现收现付的，而是完全积
累的。其中，“第三支柱”是个人主
导的，通过在年轻时积累养老金，到
年老时使用。“越早积累越好，因为
是复利的概念，如果存40年，最后拿
到的收益80%都是复利的收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秉文
认为，中国养老金资产储备与发达
国家相差悬殊，应把“第一支柱”养
老金的个人账户利用起来，作为夯
实养老财富储备的载体；尽快扩大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尽
快出台“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

归根结底，老龄化问题挑战的
是全龄人群，解决养老问题也需要
方方面面付出努力。专家认为，应

“多管齐下”，做好各项战略和制度
安排。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党俊武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是一个由八个战略支柱构
成的战略体系。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制度安排体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支
柱，重点是健全完善适应老龄社会
和长寿时代要求、从出生准备到身
后安排的覆盖全生命周期无缝对接
的制度安排体系，包括生育制度、就
业制度、退休制度、养老医疗长期照
护保障制度、身后遗产和相关事务
制度等，并依托这一制度安排体系
健全完善相应社会服务体系。

一面是老龄化程度加深 一面是养老护理人员短缺

谁帮我们养老专家给出“参考答案”

1月 11日拍摄的待转体的新
建福厦铁路青口特大桥2-100米T
构梁。

1月12日，由中国中铁大桥
局承建的重达14500吨的新建福
厦铁路青口特大桥2-100米T构梁
转体成功。新建福厦铁路青口特大
桥位于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全长
896米，为行车设计时速350公里
的双线高速铁路桥，同时跨越既有
杭深铁路及东南绕城高速公路。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重
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
展、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记
者12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拟服务于重型运载火
箭的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
关键技术攻关已取得积极进展。

据悉，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
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负责研制，其性能指标将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能更好地满足我国
未来火箭和重大航天任务对动力
的需求。该型发动机的研制可填
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和技术空
白，对诸多基础学科和工业领域
有巨大的牵引带动作用。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此前披露的信息，我国正在研制中
的重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可达140吨，是实施月球探测、
深空探测，开展大型空间基础设施
建设、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依
靠，可极大提升我国开发利用空间
和维护太空安全的能力。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将执
行空间站各舱段的发射任务，
其中核心舱将于今年春天率先发
射。此次试车是根据工程总体安
排的专项工作之一，有利于提
高整个空间站任务建设阶段发
动机的可靠性。

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

研制取得新进展

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为促
进我国征信业健康发展，中国人民
银行日前公布了《征信业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征信机
构采集信用信息应当遵循“最少、必
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我国征

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代，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征信业务规则，导
致征信边界不清，信息主体权益保护
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为提
高征信业务活动的透明度，保护信息
主体合法权益，人民银行起草了《征
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

信用信息和征信业务做了明确规定。
在采集信用信息方面，征求意见

稿规定，征信机构采集个人信用信息
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并明确告
知信息主体采集信用信息的目的、信
息来源和信息范围，以及不同意采集
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等事项。

在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方面，征
求意见稿明确，信息使用者使用征
信机构提供的信用信息，应当用于
合法、正当的目的，不得滥用。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信用信
息安全和跨境流动进行了规定。

征信业将迎来新规

征信机构不得过度采集信用信息

新华社上海1月12日电 12
日，A股指数全线大涨，上证综指
突破3600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3518.01点
开盘，上午震荡上行，午后快速走
高，最终收报 3608.34 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76.84点，涨幅为2.18%。

深证成指收报 15460.03 点，
涨344.65点，涨幅为2.28%。

创业板指数涨 2.83%，收盘
报 3180.35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10457.40点，涨幅为1.79%。

科创50指数录得1.05%的涨
幅，收盘报1405.22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逾
25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个股，两市约70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方面，券商、保险、
运输设备涨幅居前，涨幅逾 4%；
住宿餐饮、互联网、橡胶塑料跌幅
居前，住宿餐饮跌幅逾2%。

A股指数全线大涨

上证综指突破3600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