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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 7
月 13 日，大孟村镇人民政府在
小孟村村委会举办了一场以
“移风易俗、防汛防溺”为主
题，别开生面的宣传活动。

活动安排了趣味问答、
“填新词 破旧习”等环节，并
为小朋友们精心准备了小礼物
作为奖励。在与群众互动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将破除陈规
陋习，改变生活习惯，杜绝铺
张浪费的思想，如种子般种在
了群众的心田。

活动期间，现场向群众讲
解了为什么要开展移风易俗活
动，并发放移风易俗和防汛防
溺宣传页，让群众回家后也能
与邻里乡亲宣传此次活动的主
题，让反对铺张浪费，厚养薄
葬、勤俭节约等优秀的思想之
风吹向千家万户。

活动的最后，主持人邀请
现场小朋友一同合影留念，在
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崇
尚新风尚的种子。

破旧习 树新风

大孟村镇这样做

本报讯（巨锋） 7 月 11 日，邢
台市白瓷烧制技术研究会在我县成
立。县委副书记温建敏出席成立大
会并讲话。市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全市陶瓷专家、学者、研究
会会员及各界代表参加会议。

温建敏指出，希望研究会班子
能够与时俱进、敢于探索、勇于创
新，充分发挥在专业、人才技术、
资源方面的优势，推动邢白瓷文化

薪火相传、行深致远，让邢白瓷文
化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温建敏强调，研究会要深入挖
掘邢白瓷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不断
提升邢白瓷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专
业性、权威性，强化对外交流和宣
传；要推动文化资源与创意创作相
融合，完善邢白瓷制作工艺，丰富
文创产品的种类，大力提升邢白瓷
文化品牌影响力；要不断完善研究

会内部管理和协调体制机制，为自
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要围绕弘扬
邢白瓷文化工作目标，充分发挥研
究会牵总引领和集思广益作用，激
发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
断丰富邢白瓷文化内容，推进邢白
瓷文化领域百花齐放。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研究会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理事会成
员。

邢台市白瓷烧制技术研究会在内丘县成立

 本报讯（赵永生） 为进一
步提升邢台市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扎实推进中医适宜技术
进万家活动落到实处，7 月 10
日，2024 年河北省邢台市中医
适宜技术推广师资培训班（第
二期），在内丘县中医院门诊
楼四楼会议室开班。

培训邀请了国家中医药博
物馆主任医师 / 研究员，医学
博士，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首
批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养生巡讲
专家胡广芹，就探索新质生产
力赋能中医药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以无痛无创的鍉圆针系统痧
疗为例和邢台市中医医院韩宇
的穴位贴敷疗法、内丘县中医
院高素红的浅谈学习经方体会
进行培训和交流。

 来自邢台市各县 （市、
区）承担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
师资约 60人参加培训。

邢台市2024年中医适宜技术
推广师资培训班在内丘开班

 本报讯 （吉书根 李江杰
刘玉卿） 南赛乡从早、从细、
从严、从实做好今年的防汛防
溺水工作 ,严格措施，压死责
任，层层抓落实，确保安全度
汛。

 一是成立抗洪防汛领导小
组,组织班子成员分别带队,到各
村进行抗洪防汛防溺水工作督
导检查,排查、整改、消除河道
和水库的安全隐患，对全乡 31
个村进行防御预案检查,建立群
策群防体系。二是抓好河道水
库的安全运行，对全乡小型水
库和水池、塘坝及北赛水库全
部落实了行政责任人和巡查责
任人，严防青少年到水库玩水

游泳，确保水库规范管理。三
是抓好全乡河道安全运行，做
好障碍物以及杂物的清理工作，
发动村干部开展河槽清除，以
保证河道的畅通，保群众的财
产安全。

 为进一步做好暑期防溺水
工作，该乡将全部水库和池塘
建立管理台帐，印发 1000 多份
防溺水宣传单对群众进行安全
教育，明确责任人做好水库池
塘的巡逻检查，严防溺水事故
的发生。

 截止目前，该乡开展防汛
防溺水知识宣传活动二十多次，
制做防溺水宣传牌六十多个，
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南赛乡筑牢安全度汛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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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打造中医药康
养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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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新华社

近 3亿老年人！中国“养老”加速变“享老”
新华社记者

邢台日报讯 为深入实施文化
兴市发展战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
展历史机遇，日前， 《邢台市中药
加工制造及康养产业发展 2024—
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 （以下简称
《任务清单》）出台。根据 《任务清
单》，邢台市将用三年时间，打好
“扁鹊康养牌”，全方位提升中药加
工制造及康养产业发展水平，加快
打造康养产业新高地和京津冀康养
度假目的地，为太行泉城、美丽邢
台建设注入新活力。

中药加工制造及康养产业，一
头连接民生福祉，一头连接经济社
会发展。随着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
深，京津冀医疗、养老领域的融合
发展，中药加工制造及康养产业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立足深厚的
扁鹊中医药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
资源优势、成熟的产业发展基础，
邢台市抢抓机遇，积极作为，通过
出台 《任务清单》 等一系列举措，
进一步让资源“动”起来、让文化
“活”起来、让“扁鹊康养牌”
“亮”起来。

结合邢台实际， 《任务清单》
按照核心引领、多元发展的原则，
明确了八方面 25项重点任务———

打造康养产业示范基地。以内
丘县、信都区皇寺镇为核心，通过
建设一批康养产业项目，将内丘县
建成全国中医康养目的地，将信都
区皇寺镇初步建成城市近郊型特色
康养小镇。

发展康养旅居新业态。发展一
批乡村民宿、帐篷酒店、中高端露
营地等住宿单元和康养特色鲜明的
精品主题酒店，构建多元化康养旅
居体系；盘活西部山区古村落和东

部县区美丽乡村闲置院落，打造具
有中医药特色的沉浸式“扁鹊康养
小院”。

推动康养文旅融合发展。通过
优化开发内丘县鹊山湖国际康养旅
游度假区等一批精品康养文旅项目，
依托白岸乡、侯家庄乡、赵庄乡等
深山区生态资源优势，打造太行山
森林康养示范带和集聚区。

培育发展康养辅助产品制造产
业。通过鼓励平乡县、广宗县、任
泽区发挥传统产业优势，积极研发
生产康复辅助器械和多样化、个性
化的康养用品，培育发展康养制造
产业。

做大做强康养食品产业。以邢
台市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规划建设
为契机，开发新一代功能保健和休
闲健康食品，研发药食同源产品等，
打造健康食品加工基地和高端食品
加工基地。

打造中药加工制造产业。通过
建设全国最大的酸枣生产和仓储加
工中心、全国最大的金银花集散中心
等，做优中医药产品研发创新基地，
培育一批中药加工制造龙头企业。

提升康养产业医疗服务水平。
高标准建设医联体，强化医养结合
服务能力，加快中医特色康养机构
和“泉城扁鹊堂”建设，培养中医
康养医师队伍，助推邢台市中医康
养产业发展。

此外，在强化产业发展保障方
面，邢台市成立了中药加工制造及
康养产业发展专班，并通过加强组织
领导、抓好招商引资、提供人才保障、
强化政策支持、开展宣传推介等措
施，确保实现“一年全面起势、二年初
见成效、三年塑成优势”。

评论
近日，我市入选省级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培育名单，标志
着我市在推动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
中迎来重大机遇。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当前，
邢台正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历史机
遇，立足独特的中医药资源优势，
突出医养结合特色，全力打造京津
冀康养度假目的地。在这种背景下，
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对于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尤
为重要。

传承精华，就要让中医药发展
源远流长。要以此次入选省级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培育名单为
契机，深入实施“名医来邢”工程、
“扁鹊人才”计划、基层中医药“薪
火”行动等，加强校研合作，不断
培育中医药时代新人。还要勇立潮
头，唱响文化自信“最强音”。扁鹊
中医药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
贵文化财富，我们有责任传承好、
发展好、利用好，不断扩大扁鹊文
化影响力。

守正创新，就要在坚守中医药
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不断自主创新，
协同创新，集成创新，以创新驱动
发展。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广泛应用的新形势，我们必
须与时俱进，在中医药的各个领域
不断创新。要抓住此次入选的机遇，
以先行先试、探路领跑的责任感，
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破解瓶颈桎梏、创新体制机制，发
挥对全局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
作用，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
“邢台智慧”。

重点任务清单出台

加快打造康养产业新高地和京津冀康养度假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