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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
破2000万人，达到208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4.5%，高
于全国3.4个百分点；江苏13个设区市中，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占比首次全部超过14%，全部进入中度以上
老龄化社会；全省有百岁老人8683人，其中南通市最
多，有1489人……这是10月28日发布的《江苏省老龄
事业发展报告（2024）》最新公布的数据。

银发经济产业迎来发展“风口”
《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全省老年人口总量迅速

增长，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较上年同期增加115
万人，增量首次突破 100 万人。至 2023 年末，全省
60—69岁户籍老年人口1030万人，占户籍老年人口的
50.41%。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
优势，身体状况良好，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强烈。

作为社会发展重要趋势，人口老龄化是挑战也是
机遇。“银发经济已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
老年群体高品质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也日益成为促
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抓
手。”江苏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二级调研员陈德
宝说。

江苏省正在加速布局银发经济产业。全省养老
机构中70%以上为社会力量建设或运营，已经培育出
一些全国连锁企业。老年产品中涌现一批知名品牌
和适老产品，仅在今年工信部公布的《老年用品产品
推广目录》中，江苏就有36个产品入选，数量占全国的
13%。南京的养老服务业、无锡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常州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泰
州的大健康产业等，都形成一定的集聚度和规模效
益。

精准服务让“养老”变“享老”
在沛县老年大学学习绘画书法的韩有金和马秀

芝老人、坐在无锡社区食堂品尝糯米山药炖排骨等佳
肴的徐惠珍老人、到社区“养老客厅”排练民族舞的庄

梅老人……《发展报告》中汇集了“幸福老年环省行”
全媒体新闻行动专题报道和老年精神关爱项目报道，
呈现出江苏省更多老年人的“享老”瞬间。

老龄化，正在对全社会提出新要求——践行积极
老龄观、推动健康老龄化。

“人老了，心态要变，跟着年轻人学习，玩转新科
技。”在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泰和社区的智能手
机教学现场，老人们认真地听着讲解。近年来，紧贴
老年人常用生活场景，泰州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2023 年，泰州累计免费培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3.3
万人次，帮助老年人逐步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数字
科技的便捷。

江苏省司法厅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凤友介绍，
司法部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预约和上门服务，
对80岁以上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遗赠扶养协议
公证的，免收公证费，缩短老年人办理委托、遗嘱等公
证事项时限等。今年以来，全省共办理老年人法律援
助案件6353件，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6万余人次，公
证行业服务老年人累计5万人次，涉及赡养、继承、事
故伤害等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方面，维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

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翔宇告诉记
者，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省民政厅印发《江
苏省养老护理员培训大纲》，常态化开展养老护理员
轮训，打造专业化护理员队伍，“十四五”以来已累计
培训养老护理员近50万人次。

去年，江苏试点建立全国首个养老护理专业技术
职称体系，符合条件的养老护理人员可申请评定初、
中、高级职称，吸引更多专业人员尤其是曾经或正在
从事医学、药学、护理学等专业领域工作的人才加入
养老护理服务行业，有力夯实“苏适养老”品牌的人才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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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2000万人

10月27日，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落下帷幕。绵
绵秋雨牵连着街头巷尾的戏剧故事，为古老的江南小
镇再添新色。

行至第十一届的乌镇戏剧节，从中国戏剧的土壤
中生根，幕起幕落间，多元的戏剧形态在此发芽。

开幕以来，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24部特邀剧目
在水乡上演了 86 场演出。“今年的特邀剧目风格多
元、题材多样。”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说，从题
材上，可以看到特别宏大的故事，也可以看到细致入
微的日常细节；在艺术风格上，有前卫的、有力量感
的、沉稳优雅的。“观众会发现，戏剧和我们的生活一
样，都是那么丰富多彩，在乌镇，戏剧汇集起悠长的诗
意。”

戏剧的蓬勃发展，既要打磨传统戏剧和经典剧
目，也需要寻找创作的源头活水、发掘扩充新生力
量。乌镇戏剧节一直在探索实践。

过去十届乌镇戏剧节中，“青年竞演”单元共计
179部作品在乌镇蚌湾剧场的舞台上演。“‘青年竞演’
的成长是‘爆炸性’的。”“青年竞演”评委会主席赖声
川说，从第一届几十个作品到后来每年有五六百个作
品。“一批批青年戏剧人才在这里崭露头角，很多已成
为戏剧界的中坚力量。”

今年乌镇戏剧节的“古镇嘉年华”，敞开怀抱迎来
海内外上千场极具美学感染力的作品：醒目的高跷、
泡泡偶人和各种材料装置、现当代的舞蹈和带感的鼓
乐队伍……它们不必囿于剧场，石桥巷陌、摇橹船上，
皆是舞台。

敞门戏剧负责人陈胜宇说，古镇嘉年华让作品
“撂地”直接跟观众见面，你得真有那么两下子，观众
才会喝彩。“艺术创作者需要这样的直接反馈。”

戏剧节也为乌镇打开世界的大门。悠悠水乡千
年沉淀的历史底蕴，化为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连接
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戏剧力量。

今年，88岁的丹麦欧丁剧团创始人、欧洲戏剧大
师巴尔巴带着《哈姆雷特的云》第四次来到乌镇。“欧
丁剧团已是乌镇戏剧节的‘常客’，每次我都对中国观
众的反应感到着迷，也期待与中国戏剧人碰撞出的每
一次火花。”

行走在乌镇西栅的街头巷尾，处处可见随风飘动
的中外戏剧大师的肖像，这让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
瓦里科夫斯基印象深刻。“作为剧场人，这里就像家一
样。”

如果说1300年历史的乌镇是“封面”，那么十余
年历史的戏剧节庆，则是这个在历史长河屡经兴衰的
小镇，令人惊喜的一个“章节”。“十一年间，几乎全世
界最优秀的当代导演和戏剧大师都来过了，这是乌镇
戏剧节‘绝对专业’的体现。”孟京辉说。

从“青年竞演”成长起来的青年导演丁一滕感同
身受。他说，每每在国外提到自己是从乌镇戏剧节走
出来的，都能得到各国戏剧人的积极回应。“这是一张
文化名片，中国的戏剧、文化得到了尊重。”

每年乌镇戏剧节的主题都是一个字，而今年戏剧
节则用了“如磐”两个字：“精神如炬、信念如磐”。陈
向宏说，这或许就是乌镇戏剧节未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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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水乡的11载中外戏剧交流

新华网合肥 10 月 29 日电
（李东标）新华网安徽频道 29 日
上午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9 月
底 ，安 徽 实 有 各 类 经 营 主 体
817.95 万户，实有涉税经营主体
326.11 万户，经营主体发展质量
稳步提升。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局长韩
永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
来，安徽着力激发各类经营主体
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建立民
营企业“双月座谈会”制度，开展
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
加强重点领域涉企违规收费整
治，助力企业降本减负提信心。
今年 1 月至 9 月，全省共有 3596
户个体工商户直接变更登记为
企业，同比增长128.75%；全省新
设各类经营主体91.07万户。

为了不断优化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安徽省组织开展公平
竞争审查评估，对妨碍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实施常
态化清理，全省累计审查、清理
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政策措
施9.01万份、修改废止2940份。

同时，安徽围绕新能源汽
车、量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实施质
量强链，参与企业1万多家，已解
决质量问题892个；累计培育58
个“安徽省质量强县（市、区）”。
加快完善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质量基础设施，在新能源汽
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领域建设
国家和省级产业计量中心 5 家，
建成国家和省级质检中心27家，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中
心达146个。安徽制造业产品质
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
指数90.34。

此外，安徽还实施高价值发
明专利培育工程，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较“十三五”
末增长153.6%，专利密集型产品
认定数量位居全国第4。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助推新质生产
力发展三年行动，全省知识产权
融资金额245.61亿元，同比增长
101.3%，居全国第5位。

安徽
实有各类经营主体

超800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