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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重晚晴！首份国家级农村养老总体部署暖心
人间重晚晴。
民政部联合21个部门出台的《关于加

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13日对
外公布。这是全国层面对发展农村养老服
务作出的首份总体性、系统性部署。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晚年。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
上人口已超2.96亿。老年人口基数大，老
龄化速度快，养老需求随之快速增长。

今年1月，国办发布了《关于发展银
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份新
时代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提出
了4个方面26项举措，覆盖老年人衣食住
行、养老照护、健康管理等诸多方面。

相较于城市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市
场成熟，当前，农村老人养老形势更紧
迫、问题更突出，面临不少“坎”。

一是老人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
来越多年轻人到城里工作、在城里发展，
农村家庭空巢化现象不断出现。从全国

看，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为
23.81%，比城镇高出7.99个百分点。

二是服务少。我国共有1.6万个农村
敬老院、168.1万张床位。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设施约14.5万个，但由于老人居住分散，
服务便利性、可及性还有待提高。

针对农村养老一“多”一“少”的现
状，意见定下目标——

到2025年，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进一
步健全，老年人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
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
求得到有效满足。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意见为农村老年人编织了一张覆盖

县乡村三级的幸福“网”。
县级层面，每个县到2025年都至少

有1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
供养服务机构。这些机构还需承担统筹
养老资源、开展养老人才培训等工作。

乡镇层面，建立更多能够提供全日托
养、日间照料等服务的区域养老服务中

心。到2025年，这样的服务中心的服务覆
盖范围总体上不低于全省地域的60%。

村级层面，增加养老服务点。在这
儿，老人可以吃上热乎饭、找医生看个小
病、请人代买生活用品等，力争实现不出
村、不离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日常需求。

靠什么支撑这张“网”？
意见提出“激发内生动力”和“强化

支撑保障”两条腿一起走。
我国农村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较

为紧密，村民们互助互惠热情高。
当前，各地围绕发挥村集体和村民

参与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作了有益探索。
有的村子通过“老年人养老金自己

拿一点、子女主动出一点、村集体经济出
一点、社会力量捐一点、争取上级补一
点”办起“幸福小院”；有的村子建起“积
分银行”，帮助送餐、协助做清洁都有积
分，攒的积分可以兑换物品，也可以兑换
服务。

意见吸纳了各方探索经验，并加强

了支持力度。
比如，村民利用自有住宅或租赁场

地举办养老服务机构，意见要求帮助提
升消防、建筑、食品等安全水平；鼓励低
龄健康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等组成农
村养老互助服务队，相关人员参加技能
培训的，还能拿到职业培训补贴。

“强化支撑保障”，就是要靶向补齐
短板弱项。

养老服务点建在哪？意见提出，完
善用地政策，将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纳入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或村庄规划编制。

钱从哪来？意见除明确政府“兜牢
底”外，还鼓励国有或民营企业来农村运
营养老服务设施，金融机构加强支持。

让养老变“享老”。需要指出的是，当
前我国还存在一些制约农村养老服务的问
题。伴随着这份总体部署的落地，全社会
共同努力，养老幸福“网”会越织越密，夕阳
红画卷会更加美好。 新华社记者 高蕾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援疆硕果累累、亮点纷呈
新华社新疆伊宁6月13日电 （记

者 胡佳丽 马锴）从着力培养新疆运
动员和教练员、建设高水平训练基地，到
拓宽当地全民健身活动、加强体育场地
建设，再到指导打造“环塔拉力赛”等品
牌赛事……近年来，全国体育系统大力
支持新疆体育事业发展，成绩斐然、亮点
纷呈。

记者从 13 日召开的全国体育系统
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获悉，近年来，
19 个援疆省市体育部门在项目、赛事、
活动、人才等方面同向发力，共同推进援

疆任务落实、落地。
国家体育总局将选拔新疆优秀运动

苗子纳入国家队各梯队重点培养，分布
在射箭、摔跤、拳击、足球、滑雪等多个项
目。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总结援
疆工作时介绍，2014 年以来，国家体育
总局选派短道速滑国家队原主教练辛庆
山等26名教练员赴新疆长期执教，培训
足球、篮球等 59 个项目教练员近两千
人，培训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师资780人，
为新疆打造了一支“留得住、带不走”的

体育专业人才队伍。
北京市充分发挥“双奥之城”资源优

势，已举办9届“京和杯”农牧民篮球赛、
8届青少年足球赛，观众累计达到160万
人次，成为和田地区一张闪亮的体育名
片。安徽省每年邀请一百余名来自新疆
的选手参加在皖举办的体育赛事和交流
展示活动。

体育场地建设方面，国家体育总局
近年来支持新疆建设 69 个全民健身中
心、体育公园、社会足球场地，支持建设
新疆冰上运动中心、三屯碑国家级高水

平训练基地，命名了国家新疆天山天池
体育训练基地等8 个国家训练基地，改
善了当地训练条件，推动了优势项目发
展。

上海市对口援建喀什四县和克拉玛
依市体育中心、篮球场、排球场、健身广
场等36个项目，社区活动及便民服务设
施设备惠及 14 万户家庭。深圳市充分
利用喀什、塔县的丰富旅游资源和民族
体育资源，合作举办喀什马拉松，大力发
展“体育+旅游”。

新疆的品牌体育赛事及体育产业优
势愈发凸显。据介绍，在 1 日落幕的
2024 中国环塔拉力赛期间，各地接待
游客245.77万人次，同比增长123.4%，
实现旅游收入 18.57 亿元，同比增长
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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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制裁
的老毛病又犯了！

美国国土安全部6月11日发表声明，以所谓的涉
嫌“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为由，将三家中国企业列入

“强迫劳动清单”，禁止进口它们的产品。
众所周知，美国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美国如果真

的关心人权问题，就应该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国内的种
族歧视、枪支暴力、毒品泛滥等痼疾，而不是内病外治，
对别国横加干涉，滥施制裁。

就在前不久，美国彭博社发表题为《美国企业从未
放弃强迫劳动》的报道，披露了美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利
用囚犯进行强迫劳动，为企业和政府创造收入的事
实。“双标灯塔”下的强迫劳动的严重性，连美国自己的
媒体也看不下去了。美国是时候正视、解决自身的强
迫劳动问题了。

长期以来，美国以“人权卫士”“道德裁判官”自居，
行舆论攻击、道德抹黑、政治构陷、经济制裁等之能事，
肆意挥舞“人权大棒”，动辄指责其他国家违反“人权标
准”，对自身存在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严重问题却选择
视而不见，一味把自己包装成洁白无瑕、完美无缺的

“漂亮国”。
就拿强迫劳动问题来说吧。近年来，美国罔顾事

实，颠倒黑白，肆意拿所谓“强迫劳动”说事，禁止进口
与新疆相关的任何产品，其实质是要在新疆制造“强迫
失业”“强迫贫困”，图谋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
发展。

美国为达到自身无耻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法
儿地造谣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但事实上，真正搞“强
迫劳动”的却是美国自己。

美联社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嘉吉公司、可口
可乐等在内的数十家知名公司的供应链中都有监狱劳
动。在美国研究员珍妮弗·特纳看来，监狱劳动就是一
种“独特的强制性”劳动。这些美国公司生产的带有

“强迫劳动”性质的产品，才真正应该受到全世界人民
的抵制！

所谓人权灯塔的光照不亮美国自己的黑历史，美
国人权工具箱里的枪也从不瞄准自己的社会痼疾。从
历史上大肆贩卖黑奴和华工，到如今农业领域强迫劳
动触目惊心，心里有鬼的人才会觉得别人也有鬼，美国
在人权上栽赃污蔑别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强迫劳动重灾区的美国相比，中国新疆的劳动
就业保障政策及其实践，符合中国宪法法律，符合国际
劳工和人权标准，契合新疆各族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
强烈愿望，惠民生，顺民意，得民心。任何真正到过新
疆、了解新疆的人都知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彻头
彻尾的政治谎言。

就像一块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的遮羞布，美国奉行
的“双重标准”套路，早已为世人所熟知。美国仍然把
这块无法掩盖自身罪行的遮羞布奉若至宝，只不过是
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罢了，只不过是美式人权虚伪
虚假的本性罢了，只不过是对内欺压本国民众、对外大
搞霸权主义的把戏罢了。

日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23 年美国
侵犯人权报告》，以大量板上钉钉的事实真相进一步揭
示美国人权的双标真面目。美国还是赶紧解决好自己
存在的严重问题吧，而不是对别国动不动说三道四、指
手画脚、挥舞大棒！ 据新疆发布

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为主、
适度开发”的原则，近年来，山西
运城盐湖启动“退盐还湖”，湖区
的工业生产活动被全面清退，堤
岸整治、江道疏浚、防汛加固等
生态修复专项工程顺利实施，“绿
山、治水、活盐、兴产、靓城”综合治
理一体推进。同时，《运城市盐湖
保护条例》出台，盐湖保护有了法
规依据，保护范围拓展至生态资
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如今，漫步在盐湖的环湖步
道上，空气清新、植物茂盛，成群
的飞鸟在湖面上嬉戏。从产盐
池、工业区到旅游打卡地、生态
保护区，山西运城盐湖在转型发
展中迎来新的机遇。

⬇ 6月5日，工程车在山西运
城盐湖进行生态修复施工（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盐 湖盐 湖““ 变 身变 身 ”” 山 明 水 秀山 明 水 秀

⬆ 这是4月30日拍摄的山西运城盐湖全面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闫鑫摄

公安部推出8项公安交管
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

者 任沁沁 熊丰）公安部 13 日举
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为更加便利群众
办事出行，公安部制定出台8项公安
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今年7月
1日起实施。

试点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在
全面实现机动车检验标志、驾驶证电
子化基础上，在北京、天津等60个城
市试点推行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为
机动车所有人以及相关行业和管理
部门提供行驶证在线“亮证”“亮码”
服务。

实行摩托车登记“一证通办”。
在已推行摩托车登记省内“一证通
办”基础上，对跨省异地办理摩托车
注册登记、转让登记、住所迁入等业
务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
证通办”，无需再提交暂住地居住证
明。

便利群众网上办理汽车注销手
续。机动车所有人向报废机动车回
收企业交售旧车，申请注销登记
后，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下
载机动车注销证明电子版，不需要
再到车辆管理所窗口领取纸质注销
证明。

推行快递上门服务便利群众办
事。深入推进警企协作，更好发挥快
递企业上门服务优势，群众在办理补

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时可自主选择
快递上门服务方式，由快递员上门收
取申请材料，公安交管部门审核确认
后将机动车牌证快递至申请人。

优化驾驶证重新申领考试科
目。对小型汽车驾驶证因逾期三年
未换证被注销，申请人重新申请原准
驾车型驾驶证的，将原来需要参加全
部科目考试调整为科目一和科目三
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
目二和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

优化城市路口非机动车交通组
织。推广城市路口慢行一体化设计，
拓展非机动车等候空间，科学设置机
非隔离设施；具备条件的路口，推广
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措施。

推行交管业务网上精准导办服
务。依托“交管12123”APP提供业务
告知导办服务，实现群众“一次登录、
全项提示，一件待办、全程引导”。

推出“交管12123”APP单位用户
版。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属地公安交
管部门开通账号后，可通过“交管
12123”APP实现掌上办牌办证、掌上
亮证亮码，降低办事成本，助力优化
营商环境。

8 项新措施 7 月 1 日起实施，其
中行驶证电子化、快递上门服务先行
试点。新措施实施后，预计将惠及上
亿群众，减少办事成本约30亿元。

中
储
粮
全
面
开
秤

助
力
农
民
﹃
种
粮
卖
得
出
﹄

新华社北京 6月 13 日电 （记
者 王立彬）随着各地新麦陆续上市，
中储粮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
河北等辖区直属库点挂牌收购新粮，
助力提振市场信心，守住农民“种粮卖
得出”底线。

记者 13 日从中储粮集团公司获
悉，作为夏粮收购主力军，中储粮河南、
安徽、湖北、山东等小麦主产区直属企
业陆续开秤，积极入市收购。中储粮河
南分公司潢川、信阳、南阳、商丘、驻马
店、平顶山等26家直属企业、150个库区
陆续开秤，启动储备小麦收购，收购价
三等及以上1.25元/斤。在此期间，企业
积极做好为农服务，设立便民服务站，
为售粮农民提供茶水、简餐、临时休息
场所等，助农舒心卖粮。

在江苏，中储粮苏州、扬州、淮安、
宿迁、徐州、南京等10家直属企业、20
个库区中央储备小麦轮换收购工作陆
续启动，日均收购量在1.5万吨左右。
面对高温天气，企业为送粮客户设置
了服务中心，配齐饮用水、空调、桌椅
等防暑降温物品，做好为农服务。

据介绍，按照有关部门工作安排，
中储粮相关企业将在山东、安徽、河
南、湖北等主产省全面增加新季小麦
收储规模。截至目前，共启动轮换收
购与增储收购库点 300 余个，积极引
导其他市场主体入市收购，发挥稳市
场、稳预期作用。同时，中储粮集团公
司严格规范执行最低收购价收购预
案，一旦符合启动条件，将及时按程序
启动收购，发挥托底作用。

新 疆 地 理 标 志 产 业 协 会 成 立
据石榴云/新疆日报讯 （记

者 郭宏磊）6月12日，新疆地理
标志产业协会成立。

地理标志是一种有形的知识
产权，是用于“有特定地理来源并
因该来源而具有某种品质或声誉
产品”的标志，只有农产品或手工
艺品才会被认定为地理标志。

新疆地理标志资源丰富，涉
及粮油、棉花和纺织服装、绿色有
机果蔬、优质畜牧产品4大产业，
占“八大产业集群”的半壁江山。

截至2023年，有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39件，集体、证明商标（地

理标志）106件，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合法用标企业415 家。

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干、
精河枸杞、霍城薰衣草、策勒红
枣、阿克苏苹果、博湖辣椒先后入
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名录。和田
薄皮核桃、和田大枣、吐鲁番葡
萄、吐鲁番葡萄干、库尔勒香梨、
若羌红枣、精河枸杞、伽师新梅8
件地理标志列入国家运用促进重
点联系指导名录。库尔勒香梨、
精河枸杞、阿克苏苹果列为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

新疆中疆古道地标小镇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艺馨当选
为新疆地理标志产业协会第一任
会长。“目前协会成员企业有 73
家，协会成立后将积极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搭建好交流合作平台，
发挥知识产权助力农业转型、产
业集聚和乡村振兴的作用，在企
业提交用标申请时，积极提供帮
助等，助力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开
辟市场，建设产业链，推进我区地
理标志产品品牌建设与文化创
新，构建多元化地理标志产品供
给体系，将新疆的好产品推广到
更大的市场。”张艺馨说。

海南建立耕地电子身份证机制
新华社海口6月13日电（记

者 王存福）记者13日从海南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获悉，海南省
探索建立了“海南耕地电子身份
证（二维码）”机制，全面推行耕地
保护全社会监管。

据介绍，海南省以国家带位
置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
护为基础耕地地块编码单元，融
入耕地产生、灭失、变更等各类属
性信息，实现了对全省 742.2993

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含 644.98 万
亩永久基本农田）按照空间唯一
性 进 行 统 一 编 码 ， 生 成 了
613630 个 耕 地 地 块 电 子 身 份
证，并将编码数据成果全部纳入
耕地电子身份证（二维码）应用
小程序系统中。结合全省耕地权
属单位情况，共生成 4119 个村
级单位二维码，并将其发到相应
的村委会、国有农林场等土地权
属单位。这些单位可以通过扫描

村级单位二维码，有效管理其下
辖的耕地地块。

海南通过上述机制，实行一
码管耕地，群众用一部手机微信
扫码即可查看耕地特别是永久基
本农田范围、位置，可以在线举
报问题、咨询政策，然后由各级
田长分类分级处置，从而做到将
政府管理、群众监督力量统一起
来，强化耕地保护全社会责任意
识。

6月13日，工作人员在重庆无人机医疗物资运输首飞仪式上装运医疗物资。
当日，一架载有检验标本的低空物流无人机完成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大安院区至萱花院区的医疗物资运输作业。这是重庆首次采用无人机
运输医疗物资。

相比传统医疗物资运输，无人机医疗物资运输在跨区域急救用血、检验、
病理等生物样本调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新华社发 陈仕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