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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记者从我省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及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三年行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日，我省陆续印发

《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江西省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和《江西省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2023 年版）》，全方位、多

维度促进全省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提

升全省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截至 2022年底，全省 60周岁及以上常

住老年人口已达 806.51 万人，老龄化率达

17.81%。我省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

正由轻度向中度加快迈进，并伴随着高龄

化、失能化、空巢化，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特点。“两文件一清

单”是我省解决人民群众在养老服务方面

急难愁盼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是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制度

性安排。

如何推进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落实？

省民政厅厅长李明生介绍，《江西省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2023 年版）》中的 28 个

服务项目，是省委、省政府向全省老年人

作出的硬承诺，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下

一步，我省将立足省情实际，统筹考虑必

要性和可能性，着眼保基本、广覆盖、可持

续，不断建立健全“三种机制”，确保清单

服务事项全部兑现、全面落实，即建立健

全精准服务主动响应机制，推动“大数据”

与“铁脚板”相结合，加快建设全省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建立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优化基本养

老服务设施布局，补齐城乡养老服务设施

短板，增加老年人集中地区服务供给；建

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机制，加强老年

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衔

接，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最基本、最刚

性的长期照护需求。

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省发改委副主任郭新宇表示，省发改

委坚持规划引领，在牵头编制全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时，把“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作为重要内容，部署开展兜底

性 照 护 服 务 保 障 、居 家 社 区 养 老 网 络 建

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等重大工

程；完善配套政策，牵头制定《关于促进养

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推

动各设区市出台“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

案；在“十三五”末积极争取将南昌市列入

普惠养老、医养结合先行试点的基础上，

紧紧抓住我省列入首批国家普惠养老专

项再贷款试点契机，出台《江西省普惠养

老专项再贷款试点实施方案》，实现设区

市签约全覆盖。

如何加大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投入？

省财政厅副厅长邓忠介绍，省财政厅

不断完善政府投入机制，持续加大对养老

服务的资金投入力度，推进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列入今年集中力量办好的 10 件惠民

生暖民心实事。2022 年，省财政统筹安排

8.8 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今年又在

年初预算中新增安排 2.6 亿元。同时，多

渠道筹措资金，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

机构申请“财园信贷通”贷款支持，将符合

条件的养老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

专项债支持范围。

如何健全养老保险体系？

省社会保险管理中 心 主 任 查 金 滚 表

示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是 人 民 生 活 的 安 全 网

和 社 会 运 行 的 稳 定 器 ，各 级 人 社 部 门 将

重点在“一扩大、两完善、三提升”上下功

夫 。“一扩大 ”，即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

深 入 实 施 全 民 参 保 计 划 ，针 对 新 业 态 从

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特点，分类施

策、精准扩面。“两完善”分别是完善多层

次 养 老 保 险 体 系 ，完 善 社 会 保 险 待 遇 调

整机制。“三提升”是提升统筹层次，稳步

推 进 企 业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全 国 统 筹 ，建 立

设 区 市 政 府 企 业 养 老 保 险 工 作 考 核 机

制 ；提 升 基 金 监 管 能 力 ，进 一 步 筑 牢 政

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

控体系；提升经办服务水平，完善我省社

会保险信息系统，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

居民服务“一卡通”。

如何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
和管理水平？

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肖守渊介

绍，全省共有医养结合国家试点市 3 个，安

宁疗护国家试点市 7 个，医养结合机构 177
家，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签约 5438 对。我省将完善医养结合政策

措施，强化医养结合领导机制，建立医养

结合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健全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

制；健全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立医养签

约 服 务 网 络 ，制 定《医 养 签 约 合 作 协 议

书》，按照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等原则，组

织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签约合作；提升医养结合发展质量，持

续组织各地、各医养结合机构开展医养结

合质量提升行动，规范医养结合机构服务

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把牢遏制食品浪费“第一道关”
我省全力提升科学储粮、减损增效水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耀文 实习生叶深文）减少粮食损

失是遏制食品浪费的“第一道关”。我省农业农村和粮食储备

部门全力提升科学储粮、减损增效水平，为进一步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贡献。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在粮食丰收的链条中，机收减损

是重要一环。我省高度重视水稻机收减损工作，发布了《江西

省水稻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意见》，大力宣传机收减损技

术。据统计，2022 年，全省共举办机收减损技术培训 237 场

次，培训机手 6881 名。今年，我省还将组织人员对水稻机收

损失进行监测调查，对产粮大县各涉农乡镇实现全覆盖，将机

收损失率控制在 3.0%以下。

为提高粮食储存环节减损水平，我省大力推进粮食绿色

仓储提升行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动仓储设施建设升级。

同时，在全省粮食收储企业推广低温准低温储粮、氮气气调储

粮等绿色储粮技术。2022 年，全省国有粮食企业氮气气调储

粮仓容达到 100万吨，与上一年相比，增幅达 59%，（准）低温储

粮仓容达到 199万吨，增幅达 37%。

我省还将提升粮食产后服务功能列为“粮食节约减损健

康消费提升行动”重点任务和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支持项目，

从优化烘干产能、使用新型绿色烘干热源和环保设备、完善配

套设施等方面，对现有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进行提升。

加强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记者 7 月 25 日获悉：我省日

前出台《关于做好夏季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地把保护劳动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多措并举

维护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保障劳动者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要求，切实落实防暑降温工作措施，用人单位要根据

本单位生产特点，合理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户外工作

时间，尽量避开酷热时段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和轮

换班次；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在日气温最高达到 40℃以上高

温天气下，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室外露天作业；严格落实《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

度，完善劳动者高温天气作业时突发疾病应急处置预案，及时

组织救治，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带

来的危害。

通知明确，切实执行夏季高温津贴发放标准。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不含

33℃），要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高温津贴应以法定货币形

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和防暑必需药品冲抵；

平台企业对高温天气下接单的外卖小哥、快递物流等户外工

作劳动者要给予适当补贴。

我省各级人社部门将以室外露天作业的建筑施工、交通

运输、环境卫生、外卖物流等行业企业为重点，加强执法检查，

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依法查处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加强因高温

天气作业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调处，畅通受理渠道，切实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

用爱和艺术唤醒大山
朱晨欣 李程仁

在吉安县敖城镇湖陂村，有个小知青园，里面的彩绘雕塑

栩栩如生，猴子摘桃、白马奔驰、卧龙潜游、龟兔赛跑，这些都

是由当地老知青施炳缘精心建造的。

1970 年，刚满 19 岁的施炳缘从上海来到前岭湖陂大队小

山村插队。他发现，这里的群众长年累月辛勤劳作，却不富

裕；男女老幼热情淳朴，却缺少教育资源。3 年的知青生活，

在他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2002 年 ，退 休 后 的 施 炳 缘 再 次 回 到 湖 陂 ，这 一 待 就 是

21年。

山里的孩子缺乏艺术熏陶，书写能力较差，身为上海美协

会员的施炳缘在村里开办了书画启蒙班；村里有些人文化水

平低，他就购买黑板、自制双人桌，免费在祠堂里办起了“写好

字，做好人”的汉字书写辅导站。

20 多年的义务助教，施炳缘让 900 余名少儿接受了文化

艺术启蒙教育，帮助 780 余名孩子练好书画，教授 160 余名妇

女识字，孩子们亲切地喊他“毛笔老师”。前几年村里推进新

农村建设，他主动找到村委会，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小广

场雕刻石像，在防护围墙绘制精美图画。艺术融入乡村，村子

变美了，村民精神也“富”了。

“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施炳缘用自己的双手和才华，

为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炎炎 夏 日 ，从 铜 鼓 县 城 出 发 ，驱 车

前 往 位 于 修 河 源 头 的 高 桥 乡 。 沿 着 干

净 平 坦 的 公 路 欢 快 前 行 ，目 之 所 及 ，只

见 青 绿 ，凉 意 阵 阵 。 铜 鼓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88.04%，位 居 全 省 第 一 。 高 桥 乡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4.3% ，境 内 有 亚 洲 最 大 的

野 生 红 豆 杉 群 ，面 积 达 3000 亩 。 青 山 常

在 、绿 水 长 流 的 高 桥 乡 ，除 了 为 人 们 提

供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的 良 好 环 境 外 ，还 为 一

群 特殊的精灵——娃娃鱼营造了一个温

馨家园。

每天一早，高桥乡 76 岁的护渔员王阳

彦就走出家门，开始巡河。一趟下来，要

花 两 三 个 小 时 ，走 十 几 公 里 。 这 样 的 工

作，王阳彦已经干了七八年。2014 年，高

桥 乡 被 确 定 为 娃 娃 鱼 增 殖 放 流 基 地 ，目

前，该乡娃娃鱼已繁衍到 300 多条。王阳

彦说：“我们高桥人像保护娃娃一样保护

娃娃鱼！”

为了保护一河清水，呵护这些水中精

灵，高桥乡对辖区内“一河四水”66 公里长

的水域实行全域禁渔。该乡每个村都设

立 了 专 职 护 渔 员 和 护 河 员 ，对 河 道 漂 浮

物、污水、垃圾和河道沿岸建筑进行严格

管 理 ，对 违 法 违 规 捕 鱼 行 为 进 行 严 肃 查

处。高桥乡还以梁塅村为试点，依托 5G
技术，设立数字监控探头 28 个、监控室 1
个，购入无人机 3 台，形成全天候、全方位

的“天眼”。

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使高桥乡境

内河流水质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良好

的生态引来娃娃鱼“定居”，也给乡村带来

了“ 流 量 ”，给 村 民 带 来 了 发 展 机 遇 。 暑

期，梁塅村迎来一批又一批写生客。梁塅

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这里群山环绕、古树参天、溪流潺潺，成为

写生客的青睐之地。

村里采取“合作社+农户+村集体”模

式，将冯家大院 13 幢 75 间黄墙黛瓦的老

房子改造成具有浓郁乡情乡味特色的农

庄，可一次性接待游客 80 多人。农庄自今

年“五一”期间投入运营以来，已承办写生

采风、广场舞大赛、诗会等多场活动，累计

接待游客 5000 余人次。目前，高桥乡农家

乐、民宿已发展到 20 多家，当地村民种植

的蔬菜水果，养殖的鸡鸭、黑山羊等，直接

供给农家乐，增加了不少收入。

高 桥 乡 党 委 书 记 刘 章 朋 介 绍 ，近 年

来，当地依托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全乡除了拥有 16 万亩天然竹林外，还

种植了黄精 3000 亩、茶叶 300 亩、罗汉果

360 亩、黄桃 100 亩、人参 10 亩。此外，高

桥乡每年还可产野生茶 4500 公斤、蜂蜜 8
吨。当地村民的“生态饭”越吃越香。

近年来，高桥乡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

乡镇、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南方红豆杉之

乡、娃娃鱼野外栖息地之乡等生态名片。

“娃娃鱼是生态环境的天然检测仪，我们

既要让鱼在这里生活得安心，更要让人生

活得安心。”刘章朋说。

7 月 19 日，在萍乡市湘东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服务区，工

作人员正通过视频指导群众办理业务。近日，湘东区上线运行

“医保视频办”服务专区，面向该区参保企业和群众，可受理参

保信息查询、异地就医备案等 19 项高频医保政务服务事项。

王蕴蓉摄

持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解读我省如何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实习生 王紫娇

村民村民““生态饭生态饭””越吃越香越吃越香
易永艳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 实习生 柯 靓

日前，新余交警来到北湖星城幼儿园，带领孩子们了解车辆视野盲区存在的危险，普及

交通安全常识。今年暑期，新余交警在全市 20 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沉浸式交通安全科普

活动。 本报全媒体记者 江拓华摄
沉浸式科普

水清岸绿的高桥乡成为娃娃鱼的“安乐窝”。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