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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日报记者近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了解到，我省大力推进住房公积金提质扩
面，不断优化住房公积金服务保障水平，更好
地满足居民住房需求。2023 年，我省住房公积
金归集资金总额 1033.50 亿元，首次突破千亿
元大关。

公积金覆盖面不断扩大。我省持续推进非
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鼓励新
市民群体缴存住房公积金，更好满足缴存职工租

购需求。2023年新增开户95.95万户，其中，灵
活就业人员新增开户5211户。

公积金使用政策进一步优化。聚焦居民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降低首套、二套住房贷款
首付比例，上调贷款额度。聚焦新市民、青年人
等多样化租房需求，支持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房租。去年共发放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395.63亿元，无房租房提取公积金40.03亿元。

来源：《安徽日报》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
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国家出台的首
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也是国办
2024年对外发布的1号文件。在22日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有关部门对文件进行
解读。

为什么要发展银发经济？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秘书长张世昕说，发展银发经济是实现人民
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
撑。我国有近3亿老年人，发展银发经济有利于
顺应老年人需求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
趋势。

关于银发经济的内涵，国家发展改革委社
会发展司司长刘明介绍，其中包含“老年阶段
的老龄经济”和“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两个
方面。从国家的规划引领看，发展银发经济充
分呼应并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将“预备于老”的相关产业纳入银发经济范
畴，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框架下
的总体考虑。从个体的生命周期看，老年阶段
和未老阶段并不是割裂开的，应作为有机整体

统筹谋划。从社会的代际传递看，银发经济发
展离不开各年龄人群的共同参与。

意见对智慧健康养老、数字适老化等进行
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
琼说，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持续创新，不断完
善数字化赋能手段，培育壮大智慧健康养老产
业，解决老年人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应用难
题，加大数字助老惠老宣传力度。下一步，将
引导生产企业、电信企业、互联网服务商等，
在产品和服务里融入更多对老年人的关爱，让
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意见提出促进银发群体放心便利消费的相
关措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负责
人朱光耀说，将更好满足银发群体的消费需
求：优化银发消费发展环境，积极发展健康消
费，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强国际合作，促
进银发经济发展，充分发挥进博会、服贸会、
消博会等平台作用，展示推介银发经济前沿技
术、产品和服务，加强银发经济跨区域、国际
性合作；推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强化发展
支撑，鼓励引导家政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居家老
年人的照护服务，扩大家政服务供给，提升家

政服务质量。
意见对加大助餐、照护等服务供给作出部

署。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永新表示，对于
这些新的任务要求，将重点从增加养老服务供
给、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强化养老服务要素保
障等三方面做好工作，例如创新老年助餐的组织
形式、服务模式、运营机制，组织开展中央财政
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加
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制定智慧养老
院、智慧助老餐厅、家庭养老床位等行业标准，
以养老护理员、养老院院长、老年社会工作者为
重点，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等。

发展银发经济，既是提高民生福祉的坚实
支撑，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
刘明表示，推动银发经济发展，要坚持统筹协
同原则，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模
式。在发展方向上，推动事业和产业协调统
一、互促共进，实现“1+1>2”的效果；在政
策引导上，注重事业和产业的良性循环，促进
相辅相成；在监督管理上，营造平等参与、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实现规范健康发展。

来源：新华网

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多部门解读发展银发经济文件

2023年全省住房公积金缴存突破千亿元

新华社南京1月22日电（记者
赵久龙）记者22日从江苏省农业农
村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
解到，第七批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单
近日出炉，新增 52 个省级传统村
落。截至目前，江苏先后认定公布
了省级传统村落七批共554个。从
地区分布看，苏南272个，占比近半；
苏中 152 个；苏北 130 个。苏州、扬
州、南京三市拥有的省级传统村落
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相关部门
多次组织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
组群摸底调查，特别是对镇村布局
规划中“特色保护类”“集聚提升类”
村庄进行全面排查，摸清全省传统
村落底数，将具有一定历史遗存、传
统特色、鲜明地域文化的村落列入
建议名单，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
认定为江苏省传统村落，实施挂牌
保护。

传统村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独
特风貌，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传
统村落依托自然，融入自然；生息于
斯的村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
者、守护者。业内人士呼吁，尊重传
统村落自然文化节律，特别是规划
者、设计者、文旅从业者，要尊重村
落的历史、文化和习俗。

“传统村落保护，要置身于乡村
振兴的历史进程中，既要塑村容村
貌之‘形’，也要铸农耕文明之‘魂’，
不断注入新时代精神。”江苏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相
关部门将持续做好保护名录动态更
新，扎实推进省级传统村落集中连
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建设，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持续强化乡村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江苏省级
传统村落达554个

1月23日，老人们在嘉兴秀洲区新塍镇虹桥社

区长者食堂内购餐。

截至2023年年底，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已经

实现全区镇（街道）老年食堂全覆盖，形成一体化

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老年人可通过刷身份证、

长者码和人脸识别等方式，快速付款、就餐，大大

提升了老年人用餐的便利性和满意度，也为每一

位老人精准匹配不同的优惠政策，实现了分级分

类分层补助。

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积极探索老年

助餐新模式，着力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推动

老年食堂建设实现全区镇、街全覆盖以及老年食

堂硬软件智慧化升级，让老年人感受“舌尖上的温

暖”。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嘉兴乡村老年食堂“暖心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