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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人间世象

近日，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认为，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

本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

的关键所在。

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引向深入

民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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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备而老”构建共建共融共享老年友好型社会

全社会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启动，重点对象是党政干部、青少年和老年人等三类人群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2月26日，全国老龄办在京宣布

在全社会启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重点对象是党政干部、青少年和老

年人等三类人群。计划用 3 年时

间，到2020年，我国全社会人口老

龄化国情意识明显增强，关爱老年

人的意识和老年人的自爱意识大幅

提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氛围更加浓厚。

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
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

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 2.41 亿人，占总人口

17.3%。我国从1999年进入人口老

龄化社会到2017年的18年间，老年

人口净增1.1亿，去年新增老年人口

首次超过1000万，预计到2050年前

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

亿，占总人口的34.9%。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表

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快，相比西

方国家，具有“未富先老”“未备先

老”的特点。“人口众多、结构老化”

将是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基

础，是我们谋划未来发展面临的新

基本国情。

为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人口老龄

化国情意识，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行动，全国老龄办、中组部、中宣

部、国家发改委等14个部门决定联

合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主要有五

项内容：一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教育；

二是老龄政策法规教育；三是应对人

口老龄化成就教育；四是孝亲敬老文

化教育；五是积极老龄观教育。将通

过开展主题宣讲、进行集中宣传、举

办文化活动、组织文艺创作、创新教

育形式等五项具体措施，扎实抓好教

育活动的深入有效开展。

14部门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建

立健全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

领导和工作机制，将人口老龄化国

情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列为年

度工作考核和《“十三五”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评

估重要内容。

涉老制度改革无法简单
模仿引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教授邬沧萍认为，开展人口老龄化国

情教育有助于加深对新时代的主要

矛盾的认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后，我

国在老龄问题上解决了许多过去想

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最明显的是

被世界公认的中国养老和医疗保障

的难题，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我国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覆盖 90%的人

口，医疗保障包括了95%的人口，举

世瞩目；老年人各种福利事业和社会

化服务的进展都有目共睹。

但同时，老年人出现的许多新问

题，许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

题，也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城

镇化、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

老模式已难以为继，人口城镇化造成

许多流动老人和留守老人，老年人空

巢化、独居化的大量涌现是过去没有

过的。老年人在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人群之间、阶层之间，教育水平，

收入水平，财富拥有和各种福利待遇

等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我国基尼

系数长期处于0.4以上的较大差距；

在健康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人口的

预期寿命延长了，但老年健康状况未

能跟上，我国目前不能自理和半自理

的老年人近4000万人，有进一步增

长的趋势。“在新时代对老年人不能

仅有物质的满足，还要进一步在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各个方面的

需求；因此，很有必要在老年的基础

设施、保障、服务、福利、人才培养和

精神文化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邬

沧萍说。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

中心教授彭希哲认为，“未备而老”，

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挑战

是全方位的，就社会保障而言，尽快

健全和完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

度，实现养老金的平衡与可持续发

展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主

要挑战，也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难点

所在。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

题，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社会经济

发展和政治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建

立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项目。发达

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有长期的历史也

不断地改革，长期照护制度也在不

断完善，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同

时，涉老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

程，既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更表现

出显著的个性特征，我们无法简单

地模仿引用。

“从全世界范围看，没有一套养

老保险制度方案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同时需

要寻找自己的制度方案。”彭希哲指

出，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

家庭观念、人口经济大国等是我们在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必须关注的

特征。

加固人口老龄化支撑
力量和后备力量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

认为，对党政干部开展国情教育，有利

于引导和重塑老龄化社会的政府行

为，谋划好政策、制度和文化三大应

对，构建共建共融共享的老年友好型

社会。对青少年群体开展国情教育，

可以加固人口老龄化的支撑力量和后

备力量。对老年人开展国情教育，有

助于实现“幸福快乐、健康长寿”的老

年梦，使生命更有尊严和价值。

“青少年群体不是人口老龄化的

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后备者和承担

者。对广大青少年来说，在生命早期

要准备好应对个体老化的挑战，进行

知识技能、身心健康和生活方式的储

备，对人生美好的归宿有充分的准备，

健康快乐地进入老年。”穆光宗说，从

全生命历程观点出发，幸福的老年需

要早期充分的人生准备。青少年时期

就播下“人人会老无例外”的种子有利

于树立“有备而老”的理念，同时弘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养老文化。

吴玉韶表示，开展具有民族特

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教育、

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激励人们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重视家庭建设，教育

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

好家风，实现家庭和睦、代际和顺，巩

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

“在老龄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

展离不开老年人的参与，人人参与、

人人共建、人人共享是老年人参与经

济社会的根本需求，更加贴近社会发

展现实。”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原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

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是推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

要力量。倡导全社会树立积极老龄

观，积极看待老龄社会，为老年人创

造积极参与社会的平台和机会，延长

老年人的社会贡献周期，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人口老龄化，人人都在其中，人

人都是当事人。应对快速老龄化社

会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发展（做蛋糕），

保持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应对老年人问题则是重大民生问

题（分蛋糕），保证公平与效率。”原新

强调，“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方针

是符合中国特色基本国情的战略决

策。牢固树立老龄意识，全方位调动

“政府+市场+家庭+个人”各方的力

量，打好组合拳，是我们应对老龄化

社会必然选择。

“关爱母亲”
也是一种家风

□ 李 盈

每次想起我的母亲，脑海里都会

浮现出幸福两个字。三十年风风雨

雨，在母亲身边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母

爱的含义。

母亲原本生活在山区偏僻农村，父

亲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那个物质产

品并不丰富的年代，家里一日三餐都很

是紧张。后来母亲生下了我，维持家用

更是捉襟见肘。和父亲商量了许久，他

们决定带着我和奶奶出去打工。

一家四口搬到了县城，找事情做是

当务之急。当时尽管母亲和父亲找工作

不顺利，但对奶奶一直都很孝顺。奶奶

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县城，她手脚不便，还

常年有病，几乎都躺在床上。但只要奶

奶想吃啥，母亲再难都会想办法买回来。

奶奶卧病在床，父亲又要出门找工

作，那个时候家里事情几乎全是母亲一

个人在做。太阳好的时候，母亲会把奶

奶推到外面晒太阳，然后把奶奶的衣服、

床单等洗得干干净净，再给奶奶擦洗身

体。看着母亲劳累的样子，我很是心疼。

虽然身体不好，但奶奶心里啥都知

道。好几次我都看到奶奶在流泪，说母

亲对她太好了，比亲生闺女还亲。奶奶

说，都是自己不好，拖累了我们。我看到

奶奶说话的时候，从来都很少流泪的母

亲竟然也哭了。

等到长大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奶奶

当时的心情，她哭了，是被母亲的孝顺感

动了。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孝顺也成

了我做人的标准。

小时候，母亲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

地往前走。那双手，能做出来可口的饭

菜，能织出来美丽的衣服。而今母亲老

了，走路吃力了，上台阶都要牵着我的

手。这双手，已经满是老茧，看得我心里

疼痛。操劳了一生，母亲太累了，而今把

我们当成了依靠。

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母亲是家

风的培育者。我的母亲就涵养了我们的

家风，教育我们要做勤劳、孝顺、善良的

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

育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在感谢母

亲的同时，我也真诚希望尊重母亲、关爱

母亲能够成为每个家庭的家风，让良好

家风汇聚成社会清风。

牵着母亲的手，幸福地往前走。母

亲给了我们生命，关爱母亲天经地义，也

是在关爱我们自己。当然，关爱母亲更

应成为一种家风，真正落实到子女的一

言一行中。

北京延庆“民宿”火了
□ 魏梦佳 刘 洋

今年春节前，北京市民柴先生

在位于北京延庆区刘斌堡乡下虎叫

村的热门民宿“山楂小院”预订了4个

院子。从除夕一直到大年初二，全

家28口人一起在农家小院度过了

新年。

老人坐在暖和的炕头，透过玻璃

晒太阳，年轻人在院子里聊天、剥玉

米，享受远离都市的宁静，孩子们在

村民指导下学习剪窗花、写对联、做

灯笼，享受民俗乐趣……春节期间，

这样悠闲的农家生活成为一些北京

市民的“过年新玩法”。

风景秀美的延庆是京郊休闲旅

游名区，也是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的举办地、2022年北京冬

奥会赛区之一。近年来，当地利用境

内资源加快发展生态旅游，包括“山

楂小院”在内的一批高端民宿纷纷涌

现，成为京郊旅游热点。

据新华社报道，春节期间，“左邻

右舍”“乡里乡居”等10家延庆各乡

镇的精品民宿开门营业，年前整体预

订率超过90%，而去年春节仅有3家

民宿营业。连日来，这些民宿预订十

分火爆。

“不好意思，春节期间我们的客

房已预订满了，欢迎您下次预订。”这

几天，“山楂小院”的项目经理孙培每

天都会接到10多个订房电话，还有

人直接开车到小院来预订。

为了让客人们在乡村小院度过

一个喜庆、难忘的春节，延庆各家民

宿不仅在节前备足年货，还策划了丰

富的过年活动。

“今年过年一直到正月十五我们

都有客人，所有工作人员全部上岗，

和客人们一起过年！”“山楂小院”的

“总管家”时连山说。春节前，他就和

妻子忙着给小院贴窗花、挂灯笼，想

让客人“一进门就能感受满院的年味

儿”，而蒸扣肉、做豆腐、熬山楂汁，也

是小院春节大餐的必备。

下虎叫村盛产山楂，过去山楂都

是由村民自产自销，“赚几个零花

钱”。自从有了“山楂小院”，红彤彤

的山楂被大量收购，加上冰糖被熬制

成酸甜可口、纯天然的山楂汁，深受

客人喜爱，销量喜人。

去年，“山楂小院”还向附近村

民收购优质甜糯玉米，并通过网络

平台和小院进行销售，使村民亩产

增收2000元。当地的山楂汁、有机

小米、玉米、红薯等系列农产品通

过高端民宿带动走入京城市场，

2017 年销售额达 15万元，促进了

农民增收。

在延庆八达岭镇的民宿，酱肉、

黄芩茶、自制海棠汁，以及主打石烹

胖鱼头、石烹猪脸等招牌菜的“石烹

乡宴”，都一起备好，以便让来客们大

饱口福。井庄镇的民宿经营方还专

门邀请了传统花灯的非遗传人，手把

手教客人制作花灯。在张山营镇的

民宿，客人们还能获赠当地春节庙会

门票或滑雪场的优惠门票。

除了在农家小院享受闲适，龙

庆峡冰灯艺术节、永宁古城新春花

灯庙会、上磨九曲黄河灯展、长城打

铁花等延庆当地春节活动，也在假

日期间为游客奉上一道丰盛的春节

大餐。

热热闹热热闹闹迎元宵闹迎元宵
元宵节将至，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展演活动，热热闹闹迎佳节。图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

盛魁文化创意园，民间艺人在表演社火节目《大花轿》。 新华社发（王 正 摄）

睡眠在青少年生长发育期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为此，教育部《义务教育学校

管理标准》明确“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

生10小时睡眠时间”。然而，现实是睡眠

不足令许多家庭感到头疼，守护孩子的

睡眠成了一场需要用上数学计算、统筹

安排以及各方通力配合的“战斗”。

保障孩子睡眠
需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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