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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
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日前发布。这是
我国首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对养
老服务工作进行体系化制度设计的纲
领性政策文件。1月 9日，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意见进行解读。

失能老人怎么养？首次
明确基本养老服务要以失能
老年人照护为重点

此次意见首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
要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要求增强
居家、社区、机构等不同服务形态的失
能照护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发布会上
介绍，当前，全国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
位占比提升到62.2%，为符合条件的失
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30 余万
张，照护供给规模不断扩大。

唐承沛表示，下一步，民政部门将
会同相关部门健全全国统一的老年人
能力综合评估制度，推动精准高效配
置失能照护资源；同时，推动失能照护
资源下沉到城乡社区，延伸到老年人
家庭。民政部门还将会同相关部门加
强失能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失能照
护质量评价体系，提升失能照护质量
安全。

养老人才如何留？研究
建立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制度

意见要求，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

据了解，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指导技工院校开设康复保健、健康与
社会照护等专业，推进工学一体化培养
模式，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同时积极
培育养老服务领域的劳务品牌。目前已
经培育了500多个养老服务劳务品牌，
带动700多万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
司司长吴礼舵在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民政部研究
设立养老服务专业技术类的新职业，研
究建立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制度，进一步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

吴礼舵还表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还将会同民政部，在摸清养老领域用
工需求、岗位缺工情况的基础上，推行

“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
服务”的项目化培训模式，力求培养更
多专业化、职业化的养老服务人员。

农村短板怎么补？加速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将发展
农村养老服务作为重要内容

意见要求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

短板，提出因地制宜扩大农村养老服务
供给、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养老
服务等举措。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
司司长唐珂表示，要加速推进乡村
建设行动，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
为重要内容，支持村集体依法盘活
闲置农房、校舍、卫生院等资产；发
展互助养老服务，综合利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党员活动室、村图书
室等，进一步拓展村级养老服务场
所空间。

唐珂还提出，要依法保障农村老年
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
收益分配权等合法权益；进一步壮大村
集体经济实力，引导有条件的村积极发
展村级养老事业。

银发经济如何发展？从
做好服务上做文章，推动银发
经济提质扩容

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释放养老消费潜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
长 刘 明 介 绍 ，近 段 时 间 以 来 ，我 国
着 力 开 展 居 家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和 医
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强化老年用
品 创 新 ，培 育 壮 大 市 场 规 模 ，优 化
发展环境，银发经济发展培育取得
进展。

“银发经济前景广阔。”刘明在发

布会上说，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深挖和培育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从做
好服务上做文章，推动银发经济提质
扩容。

刘明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做
强主体，加快培育一批银发经济龙头
企业；做优产品，引导经营主体匹配细
分市场，健全产品服务的标准规范，提
高产品服务品质和适老化水平。此
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促进养老与
医疗健康、文化旅游、金融等产业融
合，让老年人在医疗、出行、娱乐等方
面更加方便。

财政如何支持？进一步
加大投入、进一步提升效能

意 见 提 出 ，完 善 财 政 支 持 相 关
政策。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人葛志
昊在发布会上介绍，2019 年至 2024
年，全国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
福利方面的支出超过 5600 亿元，年
均增长 11%。

葛志昊表示，下一步，财政部门将
指导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
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大对养老服务的
资金投入。同时，加强对养老服务领
域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强化绩效考
核和财会监督，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能。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如 何 更 好 保 障 老 有 所 养 ？
——国新办发布会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西藏日喀
则市定日县发生地震以来，多国领导人
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函）国家主席
习近平，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示诚挚慰
问。他们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越共中央总书
记苏林、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古
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别尔德穆
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
约耶夫、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
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巴基斯坦总统扎
尔达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尼泊尔
总统鲍德尔、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不丹
第四世国王旺楚克，沙特国王萨勒曼、
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卡塔尔埃米尔

塔米姆、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伊朗总
统佩泽希齐扬、阿曼苏丹海赛姆、也门
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乍得总
统穆罕默德、中非总统图瓦德拉、塞
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佛得角总统内
韦斯、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法国总
统马克龙、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芬兰总统斯图布、意大利总统马塔雷
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波黑主席
团轮值主席茨维亚诺维奇、萨尔瓦多

总统布克尔、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
加、日本首相石破茂、韩国代总统崔
相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

外方领导人对地震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哀悼和慰问，高度
评价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救援行动，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灾区人
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函）习近平主席
就 我 国 西 藏 定 日 遭 受 地 震 灾 害 表 示 慰 问

新华社北京 1月 9日电 为体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怀
温暖，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
的党费中向西藏划拨5000万元，用于
支持抗震救灾等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
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
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遇难者家属安抚、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等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冬。灾区党

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到灾
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去，冲锋在最前沿、奋战在艰险
处，做灾区人民的主心骨和贴心人。
党委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动员和保障
作用，注意在抗震救灾中考察和识别
干部，注意发现、宣传基层党员、干部
中的先进典型，为抗震救灾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
时拨付到灾区基层，做到专款专用，主
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
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慰问因受灾严
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助
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划拨5000万元用于西藏抗震救灾

据新华社南宁 1月 9日电 （记
者 黄凯莹）1月 9日，中国—东盟医
药区域集采平台启动仪式在广西防城
港市举行。据悉，该平台为国家医疗
保障局指导地方建设的首个跨境医药
区域集采平台，平台的建设将赋能防
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高水平开放
发展，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

中国—东盟医药区域集采平台是

承载国内、国际医药集采业务的信息
服务平台，实现药品、医用耗材等从集
采到结算的全流程管理。广西壮族自
治区副主席廖品琥介绍，当前广西已
高质量完成中国—东盟医药区域集采
平台、线上“广西医保云平台+N”、中
国医保健康展示馆的建设等工作，为
面向东盟等国家开展集采工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

我国首个跨境医药区域集采平台正式启动

1 月 9 日，读者在图书订货会上寻找心仪的图书。当日，由中国出版协
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 2025 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朝阳馆）开幕，逾 40万种图书亮相。本次展会展览面积达 5万平方米，现
场展示超过 40万种图书。 新华社记者 潘旭 摄

逾40万种图书亮相2025北京图书订货会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6.8级地震震后进入第三天。受灾
群众安置情况怎样？为何此次地震房屋受损如此严重？
接下来将开展哪些工作？针对社会关切，有关负责人在9
日举行的此次地震受灾救援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一一回应。

“当前第一轮全范围搜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
我们还会深入细致地开展大规模的搜救，坚持不漏一村
一人，全覆盖无盲区，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郝涛说。

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样？

“在国家及社会各界支援下，受灾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基
本保障。”郝涛介绍，灾区共设置224个安置点，安置人员
4.75万人；搭建帐篷12730个，安装加热设施12043个；紧
急调运援藏毛毯、取暖器、食品、药品等物品共61.2万件。

医疗卫生方面，各级医疗机构累计收治伤员337名，经
救治后出院246名，医疗救治工作正逐步从应急救治转向
规范治疗。同步开展安置点防疫消杀、设立医疗服务点等。

在基础设施方面，地震灾区电力、通讯、交通等已基
本恢复。

记者了解到，经过抢修，震区5处国省干道公路已全
部抢通实现单车通行，10处农村受损路段已正常通行。
震区附近4座受损水库，2处已采取降低水位处理，其余
运行正常。此外，暂停的拉日铁路也已恢复运行。

房屋缘何受损严重？

截至目前，经初步排查，地震造成 27248 户房屋受
损、3612户房屋倒塌。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
组副书记、厅长李修武在发布会上说，此次地震房屋受损
严重，主要是因为地震等级高、烈度强、震源浅，震中周边
乡镇、村庄相对集中，才造成较为严重的房屋受损。

根据西藏自治区地震局现场调查工作人员初步判
断，此次地震极震区烈度达到 9度，破坏性极强，对房屋
建筑造成了较大破坏。其次，此次地震震中位于“申扎—
定结”构造裂谷内，震源深度仅10公里，属浅源地震。震
源越浅，破坏力越强，对地表建筑物的破坏力更大。

李修武还介绍，震中与周边集镇、村庄距离近。本次地震
震中周边5公里内有7个村庄，震中20公里范围内有2个乡镇，
震中与周边集镇、村庄距离近，导致集镇、村庄受损房屋较多。

目前西藏住建部门正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奔赴灾区，全面排查灾区房屋，及
时排除险情，并同步开展灾损评估，为下一步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打下基础。

下一步救灾重点在哪？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针对地震灾区高原缺氧、低温严寒的特殊情况，
下一步御寒保暖问题将是抗震救灾工作的重点，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深刻认识到灾区地处高海拔区域的特殊情况，把受灾群众御寒保暖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郝涛说。

据郝涛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协调相关部门继续向灾
区调运救灾物资，提升受灾区群众临时安置生活水平，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在做好御寒保暖工作的同时，还将做好受灾群众抚恤、心理援助等善后工
作，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给予重点关注和特殊照顾。

同时，西藏还将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和安
全巡查，避免发生次生伤亡；积极组织开展地震灾情调查、灾害核查、综合评估，
进一步统计灾害损失。

除此之外，在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阶段，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加大人员统
筹、物资调配，跟进做好新增安置点接电工作，加强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确保受灾
群众可靠用电、温暖过冬。 （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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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翟永冠 谢佼

危急！一场地震突袭青藏高原。
1月7日9时 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

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
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要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
受伤人员”“安排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
安全温暖过冬”……地震发生后，习近平
总书记深切牵挂着珠峰脚下的受灾群
众，作出重要指示。

奔赴！以生命的名义。
救援力量驰援灾区，全力开展人

员救治和群众安置工作；各方各界纷
纷支援，爱心涌向这片海拔 4000多米
的大地。

珠峰见证！历史的镜头，将永远定
格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每一幕。

受灾群众牵动党和人民的心

地震灾区位于高原高寒地区，震中
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471米。截
至 8日 12时，地震已造成 126人遇难、
188人受伤，倒塌房屋3612户。截至9
日6时，受灾群众人数达6.15万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
要指示，“要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
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加强震情监测
预警，及时调拨抢险救援物资，抓紧抢
修损毁基础设施，安排好群众基本生
活，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启动——西藏
自治区立即启动二级响应，随后升至一
级；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将国家地震应急响应提升至
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
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中国地
震局迅速启动二级应急服务响应……

一场生命抢救战，在高原高寒地区
的隆冬打响！

搜救，争分夺秒。
“我们用双手把被埋人员刨出来。”

地震发生后，定日县公安局干警顿珠次
仁和战友们在半个小时内赶到受灾严
重的长所乡古荣村，汗水在脸上冲出一
道道沟，双手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

“金珠玛米来啦！”看到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的灾区群众呼喊着。武警西藏
总队先头救援力量立即抵达震区，西部
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勘察情况，第一批
增援官兵中午抵达长所乡。

橄榄绿、消防橙、应急蓝……救援
力量踏进灰黄色的废墟。

在路边一处废墟前，搜救犬来回闻
嗅。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
站长次旺班旦带领队员搜寻，一旁的村
民用手电帮忙打光照亮。

“抓紧黄金救援期，多争取一分钟，
多搜寻一寸土地，都有可能获得多一分
希望。”次旺班旦说，地震发生后，他们
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抢救物资、寻
找走失的牲畜。

抢救，刻不容缓。
自治区、日喀则市和定日县、拉孜

县派出300多名医护人员救灾，国家卫
生健康委派出胸外、急诊、重症、神外、
创伤等领域的专家赶赴日喀则市人民
医院增援。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各级医疗机构
累计收治伤员 337 名，经救治后出院
246名，仍在院治疗91名。

援助，举国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 1亿元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灾后应急恢复；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
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自治区本级拨付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3000万元；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
紧急调拨棉帐篷等数万件救灾物资分
批送往灾区。

1月8日，西部战区空军筹划组织航
空侦察、运输救援、空运空投等行动，先
后派出多架次无人机、运输机往返震区，
保障陆航直升机应急救援。藏航、国航、
东航、川航等民航单位也全力保障空中
通道，与地面协同联动，守护受灾群众。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暖流，在喜
马拉雅山麓涌动。

各方驰援合力救灾

临时安置点内，救灾人员正在忙碌——
电力保障人员嘎玛旦增穿梭在蓝

色帐篷间，安装、调试照明设备，一个个
临时安置点用上了电，夜晚有了光明。

移民管理警察在给安置点内的铁
皮炉生火。他们用水和了稀泥，糊在炉
子的漏烟处，避免烟雾倒灌，帐篷内开
始温暖起来。

部队官兵给灾区群众做饭。西红
柿、娃娃菜等食材码放整齐，午餐肉、
面条等供应充足。烧开的水冒着蒸
汽，不出多久，受灾群众就吃上了热腾
腾的饭菜。

地震发生后，部队、应急、消防、公安
及社会各方1.5万余人的救援力量在震

区集结，全力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专业化的救援力量，让灾区群众感

到安慰。
7日傍晚，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

流动医院抵达定日县人民医院。医生
雷彦明说：“我们配备了手术室、检验
室、车载 CT 等设备，在目前这个情况
下，能派上很大用场。”医生们一路收治
病人展开救援。

应急管理部门集结力量，截至8日
8时，已组织投入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共
计1850余人、直升机 3架。其中，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1500余人，工程
抢险、安全生产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
260余人、社会应急力量90余人。

多支进行卫星遥感影像解译、无人
机航测、地质调查的专业力量也陆续抵
达灾区，开展重点部位次生灾害风险调
查。“我们对多家学校、医院、安置点进
行了调查，目前震中群众安置点已避开
地质安全隐患地带。”四川省地质调查
研究院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海波说。

充足的物资，让灾区群众感到温暖。
一辆辆卡车装载着来自四面八方

的物资，驶向灾区。记者在各个安置点
看到，食品供应充足，保暖设备也在陆
续到位。

在已向灾区调拨2.2万件中央救灾
物资基础上，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紧急启动应急物资政社
协同保障机制，向灾区援助取暖炉、电热
毯等13万余件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紧急调拨棉帐篷、棉被、保暖冲锋衣、
折叠床等救灾物资4600件（套）……

8日，受地震影响最为严重的长所
乡、措果乡、曲洛乡 3个乡政府逐步恢
复供电，为抗震救灾前线各项工作高效
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西藏自治区受地
震影响的 7处受损国省道路段均已抢
通，实现双幅通行；定日县灾区乡村通
信网络服务已逐步抢通恢复。

记者探访临时安置点看到，不少群
众点燃酥油灯，为在地震中逝去的亲友
祈福；救援人员还在奋战，搭建起更多
帐篷，发放更多物资……

9日，经过多轮排查，各级救援力量
共搜救出被困群众407人，4.75万受灾群
众已完成初步安置，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恢复生活拥抱希望

“爷爷、阿妈、弟弟、妹妹，你们到底
怎么样了？”

大地摇动，让在外的亲人们揪紧了心。

西藏农牧学院大二学生罗布顿珠
焦急地从拉萨赶回老家定日县长所乡
古荣村，换搭了3次顺路车，7日深夜23
时才赶回家。他用尽全身力气冲进村
子，看到救援队已经搭好一顶顶帐篷。

“我阿妈呢？”他逢人就问。
很快，他就在开阔地带找到自己家

分得的帐篷。这里海拔 4300米，帐篷
外最低气温已降到零下18摄氏度。帐
篷里有政府送来的火炉，生起火，全家
人紧紧靠在一起，很快就暖和起来。手
机信号已经连夜抢通，在外的亲人陆续
打来电话，向他们问候平安。

古荣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平措挨个
走进一顶顶帐篷，检查群众的被褥厚
度、帐篷通风情况。“能为大家做点事，
心里就踏实一些。救援队都很忙，我尽
量做好身边的这些小事。”次仁平措哽
咽着说。在这场地震里，他失去了母
亲，但自己还来不及悲伤。

长所乡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
乡镇。在森嘎村安置点，普桑顿珠正在
调试新领的取暖器，一旁的父母把从家
里抢出来的衣服折叠整齐。

“家里的房子塌了，很可惜！”看着
父母，他又补充道，“一家人没事就是最
好的。”

说话间，有当地干部跑过来，“首批
中央救灾物资到了，有棉帐篷、棉衣被，
搭把手。”伴着一声“来了！”，普桑顿珠
披上外套小跑出了帐篷。

海拔 4000多米的高原，寒冷的感
觉十分强烈。但越来越多的灾区群众
吃上了热饭，喝上了热茶，用上了取暖
设施，感受到寒冬里的温暖。

在措果乡政府旁的一处帐篷内，炊
烟蒸汽慢慢飘散。来自甘肃的马俊云
和同伴们用大锅煮面，免费提供给过往
的人们。

“我们在积石山地震时受到了全国
人民的帮助，看到西藏地震新闻后立刻
出发。”马俊云说，“都是一家人，到我帮
助他人的时候了。”

危难之间显真情。
定日县措果乡野江村临时安置点

距离乡政府有十来公里。中午，安置点
里突然喧闹起来。几十个孩子围绕在
物资发放志愿者旁，拿到了他们的专属
礼物——棒棒糖。

“我们来的路上，听说这边孩子特
别多，所以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礼物。”拉
萨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野江村安置点有 90个孩子，地震
发生以来，他们跟随家人一起得到了
照顾。

9日上午9时，地震过去了48小时。
人们在奔忙之余传看着前一天早

上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降生的一个婴儿
的照片，祈愿母子平安！

（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

人 间 有 爱 希 望 永 在
——西藏定日县地震48小时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