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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意见》5月21日向社会公开发布。

基本养老服务内容有哪些？如何提

供这些服务？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有关负

责同志近日回答了记者提问。

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超过 2.8 亿，占全国总人口

19.8%，其中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达 2.1
亿，占全国总人口 14.9%，人口老龄化形

势严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制

度体系加快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

性、可及性不断提高。同时，基本养老服

务依然是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的短板弱

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其

基本概念和服务对象、内容、标准需要进

一步明确。

“意见在中央文件中首次确定了

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和主要

任务，明确了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

在基本养老服务中的职责定位，明确

了基本养老服务涵盖物质帮助、照护

服务、关爱服务等主要内容，突出了对

老年人生活安全与失能长期照护服务

保障。”这位负责人表示，意见是推动

解决老年人在养老服务方面急难愁盼

问题，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的重要

制度设计。

制定《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是此

次意见的一大亮点。

这位负责人介绍，《国家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安全

为主线，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文件中已经明确的涉及老年人的基本服

务项目进行了梳理归纳，整合到基本养

老服务的制度框架下。清单包含物质帮

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三大类 16个
服务项目，并分别明确了每个项目的服

务对象和内容。

“将养老服务划分为基本养老服务

和非基本养老服务，并且用清单化、标准

化的方式将基本养老服务作为公共产品

向全体老年人提供，是根据我国国情作

出的一项创新性政策举措。”这位负责人

表示，这样的政策举措可以让地方政府

对现阶段保障养老服务“重点要保什么”

“保到什么程度”做到心中有数，把有限

的财力用到老年人最关心的领域、用到

老年人生活最需要的关键环节。同时，

也有利于广大老年人对于能够从国家、

社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保障，做到心中

有底。

目前我国各地区的发展仍不均衡，

老龄化程度差距明显。在此背景下，应

当如何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保障？

这位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党中央、国

务院已经明确的我国老年人应该享有的

基本养老服务，原则上要做到全覆盖、不

漏项，《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所列的服

务项目必须在现阶段基本落实到位；另一

方面，省级及以下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

发展实际和老年人需要，研究提出地方具

体的实施项目和标准，在满足人民群众基

本养老服务需要与国家财政保障能力之

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够使财政可持续，

并按照程序进行动态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明确基本养老

服务主要由国家直接提供或者通过一定

方式支持相关主体提供，这其中就包括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各级民政部门要落实发展养老服

务优惠扶持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

供基本养老服务，将政府购买服务与直

接提供服务相结合，优先保障经济困难

的失能、高龄、无人照顾等老年人的服务

需求。”这位负责人说，具备条件的地方

要优化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运

营补助等政策，支持养老服务机构提供

基本养老服务。

“下一步，民政部将发挥养老服务部

门联席会议机制的牵头协调作用，推动

各部门和地方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落实。

此外，民政部还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建立健全评价机制，把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综合绩效评估。对做得好的先进地

区或单位要表扬激励，对工作落后的地

区或单位要帮助查找原因，推动工作落

实。”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 5月 22 日电 记者

高蕾）

确保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承诺必达”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冯歆

然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2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刚果（金）总统齐

塞克迪访华的有关安排。她表示，相信

齐塞克迪总统此访将为中刚关系全面深

入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

不断取得新成果。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刚果民主

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

迪·奇隆博将于5月24日至29日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

毛宁表示，刚果（金）是非洲重要国

家。中刚友谊源远流长，半个多世纪以

来，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相互支持。近年来，两国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合作。

“齐塞克迪总统重视对华关系，积极支

持中刚关系发展。”毛宁介绍，访问期间，习

近平主席将为齐塞克迪总统举行欢迎仪式

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并共同

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李强总理、赵乐

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齐塞克迪总统。

“相信齐塞克迪总统此访将为中刚

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两

国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她说。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谭谟
晓）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

2023年一季度，保险业发展好于预期，

偿付能力充足率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召开

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工作会议，一季

度末，纳入会议审议的 185家保险公司

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90.3%，

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25.7%；

实际资本为 4.7万亿元，最低资本要求

为 2.47万亿元。

具体来看，财产险公司、人身险公

司、再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分别为 227.1%、180.9%和 277.7%；

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196.6%、109.7%和240.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切实保障保险业数据安全，持续

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确保保险业安全稳

健高效运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率保持在合理区间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加快推

动交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赋能支

撑。当前正值全国科技活动周，交通领

域有哪些新的科技成果？智慧交通如何

服务民生？科技创新如何更好进行助

力？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拓宽“大动脉”，交通建设“硬
技术”大幅提升

伶仃洋上，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流

入深中通道万顷沙互通匝道桥，深中通

道 S06 标全线 822 根桩基全部完成浇

筑。深中通道这一集“桥、岛、隧、水下互

通”于一体的超级跨海集群工程，距离实

现项目完工又近了一步。

连接深圳与中山以及广州南沙区的

深中通道，既是国家“十三五”重大工程，

也是科技含量极高的工程项目：拥有包

括“巨型钢结构智能生产线”“强台风区

超大跨悬索桥抗风御灾技术”等国内首

创和国际领先技术，为中国式交通现代

化发展贡献新方案。

过去十年来，交通科技创新实现了

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持续拓宽“大

动脉”——

建成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川藏铁路拉林段、长江南京以下12.5
米深水航道等一批超级工程，基础设施

建造“硬技术”世界领先；

京张高铁成为世界首条时速350公
里的智能高铁，自动化码头已建和在建

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在用新能源汽车规

模世界第一，智慧、绿色等“新动能”持续

发力；

建成各类科研和科普平台超过 200
家，现有国家和行业交通运输标准近

4000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等“搭平台”

工作稳步推进……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我国交通基础

设施建造和装备制造技术大幅提升，智

慧、绿色技术广泛应用，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不断深化，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重大

科技成果，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

有力支撑。

加快“微循环”，服务生活“软
实力”持续加强

“扫码乘车”“扫脸登机”已是人们出

行遇到的常态化科技，而“扫掌过闸”，你

听说过么？日前，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

推出“刷掌乘车”服务，乘客在自助售票

机录入“掌纹”，完成相关协议和信息授

权等即可“刷掌”通过闸机。在手机没

电、未携带现金的情况下，“刷掌乘车”为

乘客便捷出行提供了新选择。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服务

管理部部长张文强表示，“智慧地铁”是当

前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一大方向，目前已

融合5G、人工智能等技术，未来将有更多

“黑科技”，实现从“人适应地铁”到“地铁

适应人”的转变。

百度“萝卜快跑”于今年3月取得北

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首批“无人

化车外远程阶段”示范应用许可，全无人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覆盖北京、武汉、重

庆；由菜鸟主导的RFID（精准射频识别

技术）可快速对大量货物进行扫描盘点，

广泛应用于服装、食品、物流等领域……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数字经济、新基建

等战略深入推进，我国交通设施和装备

智能化、运输服务多元化等方面取得积

极进展，服务生活的“软实力”持续加强。

与此同时，人们的出行方式和货物

运输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共享单车、网约

车、定制巴士等新业态满足人们多样化、

差异化出行需求；铁路、民航形成全国联

网售票能力，ETC技术广泛使用；“互联

网+城市配送”模式快速推进……

“当前，我国综合交通呈现出数字

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的趋势，自

动驾驶、智能航运、智慧物流、交通大脑

等新业态层出不穷，智慧交通展现出更

加广阔的应用前景。”交通运输部科技

司科技创新发展处处长汪水银说。

促进数据流动，助力智慧交
通发展

交通运输是科技创新与现实发展融

合的重要场景，但智慧交通发展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

业内专家认为，当前我国交通基础

设施的数字化刚刚起步，不少行业运转

的背后需要多套系统支撑，但这些系统

的数据却无法形成有效连接，很难以数

据驱动实现交通系统的“进化”。

“数据流动是交通行业‘数实融合’

的内生要求，智慧交通建设一定要促进

数据流动，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数据孤

岛’问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兼总工程师王先进说。

西安工业大学校长赵祥模认为，

交通企业拥有更多运营业务数据、交

通流数据等，互联网科技企业则侧重

积累用户数据和手机定位数据等，可

以在不泄露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对这

几类数据进行深度共享和融合，开发

出更好的智慧交通产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地图导航、手机购票、智慧

物流等交通领域的应用服务已经改善了

人们的出行体验，但自动驾驶、车路协同

等前沿技术应用仍处于示范测试阶段，投

资、运营、极端场景应对等尚未清晰。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何勇表示，可尝试建立城市级和区域

路网级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大力提

升示范区内智能路侧设备建设和传统

交通工程智能化升级，同时保持产业政

策的持续性支持，不断对相关产品和技

术进行迭代优化。“只有车辆和基础设

施的智能化网联化都提升上去，社会大

众对于智慧交通的感受才能更明显。”

何勇说。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叶
昊鸣 王聿昊 张骁）

以科技创新拓宽“大动脉”、加快“微循环”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创新观察

这是4月27日拍摄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及西锚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
刚果（金）总统访华安排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姜
琳）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人社部、财政

部22日发布《关于2023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2023年1月
1日起，为 2022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

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2年退休人员

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3.8%。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调整

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

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其中，定额调整体现

社会公平，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

准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

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费、长缴

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点

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

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照顾。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

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

紧组织实施，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

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2023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上调3.8%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谢希
瑶）商务部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
4月，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 289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6.6%（折合421.9亿美元，同比增长17.6%）。
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企业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5.3亿
美元，同比增长9%，占同期总额的17.8%。

数据还显示，1至 4月，我国对外承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879.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0.6%（折合 420亿美元，同比

增长 2.7%）；新签合同额 4064.7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2%（折合 592.8亿美元，

同比下降5.3%）。
同期，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30.5亿美元，

新签合同额297.4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

额的54.9%和50.2%。

前4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6.6%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温竞
华）记者 22 日从中国科技馆获悉，至

2023年 5月，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全国

巡展已实施12年，科普大篷车项目已实

施23年，两个流动科普项目累计服务公

众超过 5亿人次，有力促进了我国科普

公共服务均等化。

流动科技馆和科普大篷车是中国科

协为解决基层科普设施短缺问题、推动

实现全国科普公共服务公平普惠而启动

的流动科普项目，目前由中国科技馆具

体实施，与实体科技馆、农村中学科技馆

和中国数字科技馆共同组成“五位一体”

的现代科技馆体系。

据介绍，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于

2011年启动，主要为尚未建设实体科技

馆、科学教育资源不充足的县级地区公

众提供免费科学教育服务，用流动的科

普设施把一座座小型科技馆送到公众的

“家门口”。每套展览包含约 50件科普

互动展品，每到一地展出 2至 3个月，能

够接待3万至5万人次。

截至今年 4月，流动科技馆已服务

公众 1.71亿人次，配发流动科技展览资

源 658套，在全国 1888个县级行政区巡

回展出 5686 个站点，贫困县覆盖率达

98%。部分省份流动科技馆年均服务

公众人数相当于一座省级大型实体科

技馆。

科普大篷车项目于 2000年启动，主

要面向基层尤其是乡村地区开展科普公

共服务，打通科普工作“最后一公里”。

截至今年 4月，科普大篷车累计开展活

动39.1万次，行驶里程5373.2万公里，服

务公众3.38亿人次。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表示，“十四

五”时期，流动科普项目将在“普惠共享、

服务全民”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科普质量

提升；更加注重打造资源联合平台，引导

激活地方科普资源开发活力；更加注重

价值引领，强化创新氛围营造和科学家

精神宣传力度；更加注重开放协同和社

会资源的引入，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的科学教育服务。

我国流动科普项目
累计服务公众超5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叶昊
鸣）记者22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截至当

日7时，在“鲁蓬远渔028”倾覆搜救工作现

场共打捞起7具遇难者遗体。失事船体状

态未见明显变化，继续缓慢向东漂移。

据了解，21日，参与搜救工作的“鲁

蓬远渔017”“欧亚27”“鲁蓬远渔087”在
海面上各发现并打捞起1具遗体。斯里

兰卡军舰施放小艇抵近难船，斯方潜水

员在船舱内发现并打捞起1具遗体。“德

添”轮施放小艇抵近难船，人员登上倾覆

渔船船底并自船艏至船艉多点位敲击，

均无回应。

目前，现场搜救船舶共 13艘，其中

我方拖轮1艘、军舰3艘、商船2艘、渔船

6艘，斯里兰卡军舰1艘。

“鲁蓬远渔028”倾覆搜救工作
现场已打捞起7具遇难者遗体

▶5月22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
至发射塔架。 新华社发

神舟十六号计划
近日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酒泉5月22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了解到，5月 22日，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十六运载火箭组

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

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开展发射

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