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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在青海省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中心学
校，学生上思政课。

当日，受积石山6.2级地震影
响停课的青海震区所有中小学校
全面实现线下教学。

新华社 发

青海震区学生娃

已全部重返校园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老年人
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面对
超2.8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社会各
方奋力书写民生答卷。

冬季呼吸道疾病流行，如何让老
年人看病更方便？走进上海黄浦区
的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
间门诊覆盖了全科、中医适宜技术、
康复理疗、护理服务。

“让更多老年人就近‘看上病’
‘看好病’，不断提升健康获得感。”当
地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表
示，近期正开展老年人健康监测、推

进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定期巡诊分
类管理，持续优化绿色通道，加强养
老机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防控。

推动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和老年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加强综
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和中医医
院老年病科建设，让老年人看病购药
更便捷……聚焦老年人就医的“急难
愁盼”，有关部门一直在行动。

脑梗抢救后，70多岁的成都市民
谷先生转至“家门口”的青羊区中医馆
住院康复。家人省心，自己也更安心。

安排中医学博士、硕士在养老院

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服务，将中医药健
康服务送到高龄及低保失独老人家
中……包括4万多家中医馆在内，各
级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创新服务模式，让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更有“医”靠。

数据显示，就医购药“一码通”的医保
码，60岁以上激活用户已超1.3亿人，更多
智能化适老服务正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河北燕郊，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
心。养护中心与北京通州仅一河之
隔，床头安装着输氧管线等医疗设
备，智能移位系统可助力半失能老人

洗浴、如厕……5000 多位老人在此
安享晚年。

2012 年至 2021 年，中央财政累
计投入 359 亿元支持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国家持续完善养老服务支持政
策，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8.7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29.4万张，
床位数比2012年末翻了一番多。

发布首个国家标准规范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100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正在建设……更多温暖举措
相继落地，健康老龄化工作稳步推进。

我国近3亿人“年过花甲” 社会八方襟抱“家国情怀”

基层“管”健康 晚景有“医”靠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1 月 2 日消
息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获悉，1 月 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中国残联共同举办的2024年就
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在全国范围正式
启动。活动以“就业帮扶 真情相
助”为主题，将在2024年1月持续开
展，集中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城镇零
就业家庭成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
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活动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
展：一、深入开展走访摸排。做实

“大数据+铁脚板”，开展登记失业人
员、低保家庭、持证残疾人等数据比
对，组织联系对接、情况摸底，建立
援助对象清单，做到基本情况清、就
业需求清、技能水平清、求职意向
清。开展援助对象上门走访慰问

“送温暖”活动，面对面帮助解决就
业困难。二、制定分类援助计划。
组织职业指导师等专业力量，对照
援助对象清单，开展个性化职业指
导，制定“一人一策”援助计划，确定
差异化帮扶措施。对援助对象多、
帮扶难度大的市、县、街道社区，派
出专门工作队、服务队，实施“一对
一”跟进帮扶。三、举办招聘服务活
动。发挥“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作
用，用好就业驿站、零工市场等基层
站点，为援助对象提供“就在身边”
就业服务。四、组织政策落实活
动。集中盘点就业援助政策落实情
况，对存在政策未落实、补贴到位慢
的，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做到应落尽
落。开展“看得懂算得清办得明”宣
传解读，规范就业援助政策申请条

件与经办流程，更好发挥兜底线、救
急难作用。五、开展权益维护活
动。开展已就业援助对象跟踪回
访，督促所在用人单位依法足额支
付工资报酬，保障合法劳动权益。
对与企业发生劳动争议的，启动劳
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做到快立快
审快裁。加强对残疾人关心关爱，
坚决打击就业歧视、拖欠工资、非法
职业介绍及违规收费等侵害残疾人
合法权益行为，确保完成促进残疾
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目标任务，营造良好就业环境。
六、切实做好兜底保障。开发一批
公益性岗位，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
就业的援助对象实施兜底安置，按
规定给予岗位补贴与社会保险补
贴。开展援助对象与参加社会保险
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数据比对，按
规定兑现失业保险金等失业保险待
遇，推动有关部门为基本生活出现
暂时性、阶段性困难的援助对象实
施临时救助。

贴心帮扶 真情相助

2024年就业援助月活动启动

新华社呼和浩特 1 月 2 日
电 看演出，听相声，约一家旅
拍去拍点美美的照片，在户外跟
风围炉煮茶……歇够了那就接着
去滑雪吧。没错，这就是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马鬃山
滑雪场的“日常”。

走进马鬃山滑雪场的雪具大
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雪场
上人已经很多，魔毯的入口处一
直都是排队的状态。山下的民宿
小院也全部预订满了。

“我们滑雪场的硬件没得
说，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
么？”马鬃山滑雪场总经理张小
程说。问题的答案显得这座雪场
有点“不务正业”。

在民宿小院，张小程一脸自
豪地将手指向今年新增的 10 个
铁锅炖，“味道特正宗，元旦假
期期间没一个空着的”。在雪具
大厅的餐饮区，她又细细解释着
今年新增的特色餐饮，“中餐、
西餐都有，外地游客不出滑雪
场，还能品尝地道的内蒙古特色
美食”。

“活动太丰富了，本来是奔
着滑雪来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好
像滑雪才是次要的。”滑雪爱好
者黎敏笑着说。

在雪具大厅的一角，一家名
为萨朵旅拍的摄影工作室显得与周
围的氛围格格不入，有各种化妆
品的化妆台、各种风格的服装服
饰、正在为顾客编辫子的造型师
……怎么看都跟滑雪搭不上边儿。

工作人员笑着解释说：“很
多顾客在滑雪之余，想拍点美美
的照片，就做个造型。如果想要
滑雪跟拍，也没问题，我们的摄
影师滑雪技术非常高。”

走出雪具大厅，几张围炉煮
茶的小桌子格外吸引眼球。“今
年围炉煮茶特别火，我们也辟出
一块区域，支了几张桌子，可以
给那些陪家人来滑雪场的‘观
众’提供一种更新颖的等待家人
的方式。”张小程说。

一家“不务正业”

的滑雪场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记者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2日，由中国铁建铁四院总体设
计的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
（沿江高铁合武段）开工建设。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八纵八
横”高铁网沿江通道。

据铁四院总体设计负责人郑晓
强介绍，沿江高铁合武段位于安
徽、湖北省境内，线路起自合肥铁
路枢纽合肥南站，经安徽省六安市
区及金寨县，湖北省麻城市、红安
县至武汉铁路枢纽，经武汉天河站
接入在建的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

宜昌段。
沿江高铁合武段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国铁集
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沿江高铁合武
段建成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
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
经济带铁路网布局，便利沿线群众
出行，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更好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沪渝蓉沿江高铁“合武”段开工啦
推动长经带高质量发展 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