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认证潜水员
超过2.37万人

新华社北京7月 15日电 我国目前
具有认证的潜水员累计超过2.37万人，这
是记者近日从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了
解到的。

据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理事长宋家
慧介绍，经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培训认
证，我国目前有工程潜水人员11108人，管
理与保障潜水人员4205人，旅游和渔业潜
水人员2509人，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潜水
人员 4206 人，船舶污染防治与清除人员
1707人。

宋家慧说，潜水救捞行业在保障水上
交通畅通和生命、财产、环境安全中，在服
务海洋工程建设、绿色清洁能源开发、滨水
旅游产业发展、水电大坝（核能）运维，以及
市政管隧桥梁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水
下测绘勘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潜水员是这个行业的核心生产力。潜
水员在水下作业，承受着高水压、黑暗环
境、淤泥等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宋家慧
介绍，协会开发了5大类20项潜水相关专
业技能培训课程，发布了26个培训团体标
准，编写了15套专业培训教材，年均举办
各类培训班92期。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与交通运输部
规划研究院日前共同编写发布了《中国潜
水救捞行业发展报告（2023）》，这是该行业
发展报告连续第二年发布。

近3亿老年人！

中国“养老”加速变“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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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学费国家帮忙！

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多地开始受理
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利用财政

金融手段完善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
系的一项重要措施。近期，随着高校
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银行也陆续启动
了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
请的受理。

贵阳市艳山红镇的丁钰仁刚刚
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来到教育
局的学生资助中心，顺利申请了2万
元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贵阳市白云区教育局资助中心
老师黄永燕告诉丁钰仁：“你贷了两
万块钱，学费一万元，就会打到学校，
剩的一万元就会打到你的卡上，作为
你的生活费。”

据了解，不久前的持续强降雨使
丁钰仁家的农田损失严重，目前家里
的生产生活正在恢复。但是研究生学
习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是使她感受
到了压力，于是就申请了助学贷款。

贵州医科大学学生丁钰仁说：
“在入学之前就帮助我们解决了学费
和部分生活费的问题，让我们在学校
不会有很多的压力，可以心无旁骛地
学习。”

为提升便利性，国家开发银行今年

还推出了“国家助学贷款”手机客户端，
对于已经申请过助学贷款的学生，续贷
时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所有手续。

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分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
款两种，家庭困难学生只要拿到录取
通知书，就可以在学籍所在地申请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国家开发
银行在贵州、河北、青海、内蒙古等省
份已经开始受理学生的申请，其他省
份也将在近期陆续开始受理。

据了解，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银行等承办银行也已开始受理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采用纯信用方式
向全日制大学生、研究生发放，利率
比普通贷款低不少，还能享受财政贴
息。到去年底，全国已有2000多万学
生享受到这一政策优惠。

国家助学贷款的最长贷款期限
是22年，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
部由财政贴息，学生既不用付利息，
也不用还本金。

去年9月，我国调整完善了助学贷
款政策，将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
年的贷款额度提高到不超过16000元，

研究生每年的贷款额度提高到不超过
20000元；同时将贷款利率调整为五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60个基点。

今年，国家将继续免除已毕业贷
款学生的本年度利息，贷款本金也可
以申请延期一年偿还。作为国家助
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国家开发银
行表示，将全力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贷款需求。

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部助学
贷款管理一处处长栗莎莎表示：按照

“应贷尽贷、精准资助”的原则，不设
贷款规模、支持人数上限，全力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贷款需求。近期，
部分省份遭遇洪水灾害，国家开发银
行各地分行安排下沉受理点，到村委
会、学校办理；适度延长办理时间，满
足学生的需要。

目前，我国各高校已经形成了政
府主导、学校和社会参与的全方位资
助体系。

贵州省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主
任张清介绍：“在入学前有助学贷款，
入学后国家有奖、助学金的支持，我
们的目标就是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能
够完成学业。” 据央视新闻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近3亿。让
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
年，是家事，也是国事。

最新发布的《中国健康老龄化发展
蓝皮书（2023—2024）》，针对新形势下养
老产业的新趋势、新挑战，倡导“积极老
龄观、健康老龄化”，从养老服务模式、数
字养老、银发经济等多方面，探索中国式
养老新理念、新举措、新画卷，以更好适
应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

——新理念
编织养老服务幸福“网”

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多快？专家预
测，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到
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约5亿。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中
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表示，健康老龄化的
内涵是动态发展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融
合，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是重大的民
生工程，也是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这是
实现老年群体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求，
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体现。

蓝皮书提出，要树立“积极老龄观、健
康老龄化”新理念，从生命观的优化、老年
健康新内涵等方面，兼顾“为老”和“备
老”，对中国式养老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如何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
化”理念？解决好老年人健康的急难愁
盼，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洪彪说，加快编织养老服务幸福“网”，

让老年人用智慧、经验、劳动拥抱新生
活，增加社会活力、社会创造力、社会亲
和力，收获更多老年人口健康红利。

健康老龄化发展，如何进一步健全
体系？专家建议从三个维度把握：一是
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资金“从哪里
来”的问题；二是养老服务体系，解决由
谁提供养老服务、提供什么样的养老服
务等问题；三是健康支撑体系，解决老有
所医、老年康养、医养结合的问题。

——新举措
助力构建支撑保障体系

“9073”——这是中国养老模式基本
构成，即约 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
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

照顾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日常需求
是重中之重。

提供家庭适老化改造，建设智慧型
家庭养老床位，发展老年活动中心，发展
老年食堂……蓝皮书建议，让老年人在

“家门口”能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年底，我国

累计完成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近
150 万户，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23.5
万张，逐步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

一些地方在探索：北京市加快构建
“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康
服务模式，江苏省聚焦体医养融合社区
慢病老人运动干预新模式……

——新画卷
满足养老服务新诉求

一面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一面是

“多病共存”，护理需求、长期照护需求等
日渐加大。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有不同诉求，困
难老年人困难也各不相同。”中国老年医
学学会会长范利建议，要直面问题，在发
展中补短板，在解决老年群体期盼中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培育银发经济新业态。中国卫生
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会
联合北京大学“健康中国理论与实证
研究”课题组表示，面对老年人多元
化、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亟待探索多
样 化 养 老 新 业 态 。 据 相 关 测 算 ，目
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亿元左
右，到 2035 年有望达到 30 万亿元左
右。

推动“智享养老”。应对人工智能时
代之变，养老也要创新。蓝皮书提出，应
特别注意解决养老产品、服务“不适老”
问题。“‘黑科技’要关爱老年用品，让‘为
老’服务更显‘科技范儿’，使用更便捷。”
范利说。

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目前，我
国农村养老面临一些“坎”。北京大学教
授王红漫建议，为农村老年人编织一张
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幸福“网”，充分发挥
农村熟人社会互助互惠特点，力争让老
年人实现不出村、不离乡就能吃上热乎
饭、看个小病等。

“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式办
法就是要调动每一个社会细胞力量，尽
可能用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大力推进
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韩启德表示，
守护好今天的“夕阳红”，也是善待我们
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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