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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记者
李国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12 日公布了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
案，计划 2030 年前实现登月开展科
学探索。

当日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中国
(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总设计师张海
联表示，我国计划在 2030 年前实现

载人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其后将
探索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开展系
统、连续的月球探测和相关技术试验
验证。

据了解，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
案是：采用两枚运载火箭分别将月面
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至地月转移轨
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
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

其后，月面着陆器将下降着陆于月面
预定区域，航天员登上月球开展科学
考察与样品采集。在完成既定任务
后，航天员将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
轨道与飞船交会对接，并携带样品乘
坐飞船返回地球。为完成这项任务，
我国科研人员正在研制长征十号运载
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
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

新华社上海7月12日电（记者
魏弘毅 张建松）7月12日，由自然资
源部组织的中国第 13 次北冰洋科学
考察队，乘坐“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
冰船，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出
征，一路北上，奔赴北冰洋执行科学考
察任务。

本次科学考察预计总航程约1.55

万海里，今年9月下旬返回上海。
据悉，本次科学考察将聚焦中北

冰洋太平洋扇区和加克洋中脊两大区
域，执行环境关键要素长期观监测、洋
中脊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和国际合作四大任务；实施
大气、海冰、海洋和底质环境调查、生
物群落和资源调查以及污染物监测，

在冰区择机开展海冰综合调查。
本次科学考察将有效提升我国在

北冰洋环境保护、北极快速变化响应
以及海洋污染评估等方面的能力，获
取洋中脊动力学等相关研究所需的关
键信息和数据；同时与俄罗斯、泰国等
国科学家联合开展相关研究，有效推
进北极科学考察国际合作。

7 月 11 日 是 第 34 个 世 界 人 口
日。人口问题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幸
福，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从智
能化养老助力老有所养，到适儿化改
造撑起幼有所育，我国一直在统筹解
决各年龄段的人口问题。通过产教融
合、定制培训等方式，加快推动“人口
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从7月11日起，记者奔赴各地养
老、托育、职业培训等机构，报道相关
政策和实施成效，梳理国外有益经验，
探索人口发展新常态下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我们的记者近日在北京、成都、
杭州等地采访养老产业时发现，各地
都在尝试市场化的运营方式，“开门
办养老”。

触发报警器的老人名叫高健，今
年73岁，常年独居，因此社区专门为他
安装了烟雾传感器。不一会儿，社区
工作人员张颖之便寻上门来。他告诉
记者，目前，社区不少高龄老人的家中
都进行了这样的适老化改造。如果身
体出现不适，老人在家中可实现一键
报警，社区救助力量在15分钟内就能
上门。这套“养老智慧照料系统”解决
了社区护老的大问题，但是，要让这套
系统持续运转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四川省成都市茶店子街道育新社
区工作人员张颖之说：“每户每年是
150元钱的费用，是由社区支出的，这
包含了 24 小时的后台监控以及志愿
者及时上门查看、救助的这些费用。
目前，我们已经引入类似于上门助浴、
老人送餐、送医送药的这些服务，其实
这150元钱一年的费用是完全不能够
负担的。”

目前，社区正在积极接洽相关服
务机构，一方面希望给老人提供更多
服务，减轻财政投入的压力，另一方

面，也能帮助服务机构开拓客户群。
同样在积极引入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其
中的，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的居家适老
化改造项目。正在参观适老化样板间
的张志聪今年67岁，与她同住的还有
90多岁的婆婆。

张志聪告诉记者，今年6月1日以
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
主选择能够提供服务和产品的销售单
位，在施工验收合格之后都能享受到
政府补贴，经济困难或失能老年人最
高补贴5000元，9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
将增加20%的补贴比例。

“父母食堂”餐饮供应托起老人
幸福“食”光

适老化改造项目，不仅能够集中
展示各种适老化的服务及产品，而且
还能够让老年人享受到政府补贴。
而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也能够满足
老年人更多的个性化需求。其中在

“养老助餐”方面，各地也在探索多层
次餐饮供给，以解决“众口难调”的吃
饭问题。

在北京一家商场的地下一层，一
到中午饭点，不少老人就从家中赶来，
到一家名为“父母食堂”的餐馆就餐。

不少老人告诉记者，随着越来越
多的餐饮企业开办“养老助餐食堂”，
他们的选择也更多了。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每天前来就餐的老年人有 500
人～600人，餐厅提供10个～15个菜
品供选择。

部分参与其中的餐饮企业坦言，
在一些黄金地段开办“父母食堂”，虽
然运营压力不小，但是高人气也能给
餐饮企业引流。而在四川成都，一些
社区还为高龄老人配备了“点餐智能
屏”。

为了解决高龄老人就餐问题，目
前，四川成都也在一些养老服务平台
上公开了老年助餐服务地图，并开通
了助餐服务热线。不少老人表示，希
望有更多的餐饮服务企业能够加入进
来，提供就近服务。

“文化养老”市场化运营为老年
人提供丰富选择

近年来，随着老年群体精神文化
需求持续升温，不少地方也在探索老
年文化生活的发展模式。这些服务于
老年人的文化阵地如何摆脱“政府补
贴”模式？

每周，浙江杭州拱墅区的和睦书
阁里都会迎来一群平均年龄在 60 岁
以上的“学生”。钱玉琴是这里的常
客，书阁开设的插花、剪纸等特色课
程，她几乎都报名参加了。

和睦书阁所在的街道，60岁以上
老年人占33%，老旧小区楼房密度大、
公共空间小是“通病”，所以活动场地
非常紧缺。

为了彻底解决老人上课的问题，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改造车棚、小
区过道、配套用房等，腾挪出近 3000
平方米室内场地，并引进第三方服务
机构进行运营。

根据协议，场地的运营实行优胜
劣汰“轮选制”，街道免费提供场地，第
一年给予第三方机构约 13 万元的运
营补贴；而第三方运营机构为了尽快
实现自我“造血”，绞尽脑汁引流，提高
场地人气。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的养老服
务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未来，相关
政府部门要通过简化行政管理流程
和补贴倾斜，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参与
养老服务。 据央视网

多地积极尝试“开门办养老”
日常生活多方面引入市场化运营

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计划2030年前实现登月开展科学探索

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出征

中新网7月12日电 据商务部网站消
息，商务部等13部门近日印发《全面推进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以下简称《计划》）提出，
到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
全面推开，推动多种类型的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
功能完善、服务优质，智慧高效、快捷便
利，规范有序、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服
务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对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支撑作用
更加明显，居民综合满意度达到90%以上。

《计划》指出，要改善消费条件，丰富
居民消费业态。在居民“家门口”（步行5分
钟～10 分钟范围内），优先配齐购物、餐
饮、家政、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类业态，
引进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在居
民“家周边”（步行15分钟范围内），因地制
宜发展文化、娱乐、休闲、社交、康养、健身
等品质提升类业态，让消费更舒心。

《计划》要求，要促进就业创业，提高
社区居民收入。为居民在社区就业提供
便利，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支持自由职业
者灵活就业、远程办公、兼职就业，从事即
时零售、餐饮服务、线上培训等平台衍生
业务。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从事
创意经济、个性化定制化文化业态等特
色经营，创新网红店、特色店、精品店。
优先为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推荐低门
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服务社区居民。
尊重退休人员意愿，发挥其在文化艺术、
专业技术等领域专长，鼓励量力而行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为有再就业需求的退休人
员提供服务。

《计划》明确，要加强部门协调，将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与城乡社区服务体
系建设、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完整社区建设
试点、“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等
工作相衔接，同谋划、同选取、同推进，加
强政策集成，形成工作合力。

《计划》要求，释放各类经营用房资
源，加快出租转让、改造开发，支持引入专
业化运营商，统一招商、运营、管理。充分
利用周边空置或过剩的旧厂房、仓库，以
及闲置土地和违法建筑拆后空地等，通过
调整或兼容土地用途，改建一批贴近居民
生活、综合服务型的社区商业中心、邻里
中心等便民服务设施。鼓励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图书馆、娱乐健身等场所适当延
长开放时间，提高设施使用率。支持把闲
置核酸检测亭改为便民服务点，规范提供
生活服务。

《计划》明确，将超市、便利店、菜市场
等纳入保障民生、应急保供体系，将智能
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等纳入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微
利、公益性业态给予房租减免、资金补贴
等支持。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做好金融服务。支持大
型物业公司向民生领域延伸，拓展“物业+
生活服务”。鼓励探索社区基金模式，规
范运营管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按相关
规定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支持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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