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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0％ 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近3亿老年人！

中国“养老”加速变“享老”

新华社银川舰7月15日
电（黎云 王力飞）根据年度计
划和中俄双方共识，中国和俄
罗斯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近日
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
域开展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
并于14日进入南海某海域。
这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
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

联合巡航编队由中方导
弹驱逐舰银川舰、导弹护卫
舰衡水舰，以及俄方“完美”
号护卫舰组成，双方各搭载1
架舰载直升机和1支特战分
队。中方综合补给舰微山湖
舰根据编队舰艇补给需求，
加入编队开展应召补给。

这次联合巡航是自2021
年以来中俄连续组织的第4
次海上联合巡航。巡航期
间，联合巡航编队接连开展
临检拿捕、直升机互降等课
目演练。双方官兵周密组
织、精心指挥、密切协同，有
效保证双方任务理解准确、
演练组织高效。联合巡航加
深了中俄两军之间的相互了
解和传统友谊，达到了加强
战略互信、锤炼部队实战本
领、提高两军共同应对海上
安全威胁能力的目的，为深
化完善中俄海上联合巡航机
制、进一步开展友好务实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潘
洁 韩佳诺）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616836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5.0％。国民经济
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我国经济表
现依然较好，一季度GDP增速快于
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结合二季度
国内外形势，预计上半年我国经济
增速仍将保持领先，仍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
长5.3％，二季度增长4.7％。从环比
看，二季度GDP增长0.7％。

“从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速
回落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
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
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
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

突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等。但
从基本面看、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
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

夏粮再获丰收，工业生产较快
增长，服务业继续恢复。上半年，农
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
全国夏粮总产量14978万吨，比上年
增加363万吨，增长2.5％。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扩大。上半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35969亿元，同比增长
3.7％。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245391亿元，同比增长3.9％；扣
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8.5％。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
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
总额211688亿元，同比增长6.1％。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5.2％，占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为65.0％。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居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
心CPI同比上涨0.7％。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一季度
下降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
同比名义增长5.4％，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5.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展
望下半年，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上升，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要
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当前经济
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挑战，不断培育
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潘洁 韩佳诺）国家统计
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35969亿元，同比增长
3.7％。其中，商品零售额
209726亿元，增长3.2％；餐饮
收入26243亿元，增长7.9％。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乡村市场销售快于城
镇。上半年，城镇和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分别为204559亿
元、31410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3.6％、4.5％，乡村市场销
售增速快于城镇0.9个百分
点。县乡消费潜力有效释
放，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
步提升，占比较上年同期提
高0.4个百分点。

随着直播带货、即时零
售等电商新模式的快速发
展，网络零售占比持续提
高。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8.8％；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3％，比一季度提高2.0个
百分点，今年以来占比持续
提升。线下新业态较快增
长。上半年，即时消费需求
较为集中的便利店零售额同
比增长5.8％，比1至5月份加

快0.9个百分点；品质服务好、
消费体验佳的仓储会员店零
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随着居民更加注重生活
品质、绿色环保意识增强，以
运动健身产品、绿色智能家
电、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
升级类商品成为消费新增长
点。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
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
类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2％、11.3％；高能效等级
家电、智能家电销售实现较
快增长。

服务零售保持较快增
长。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
比增长7.5％，增速高于同期
商品零售额4.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
计司司长于建勋表示，尽管
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增长态
势，但要看到，消费市场恢复
基础仍需巩固，居民消费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大
宗消费波动不稳。下阶段，
要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
释放消费潜能，着力增强居
民消费能力，不断培育壮大
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市
场持续扩大，进一步发挥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

中俄海军开展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李
恒）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近3亿。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晚年，是家事，也是国事。

最新发布的《中国健康老龄化
发展蓝皮书（2023－2024）》，针对
新形势下养老产业的新趋势、新挑
战，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
化”，从养老服务模式、数字养老、银
发经济等多方面，探索中国式养老
新理念、新举措、新画卷，以更好适
应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

——新理念：编织养老服务幸
福“网”。

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多快？专家
预测，2035年前后老年人口将突破4
亿，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约5亿。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
老。”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表示，
健康老龄化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

“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融合，涉及
亿万民众切身利益，是重大的民生
工程，也是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这是实现老年群体美好生活向往的
现实需求，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体现。

蓝皮书提出，要树立“积极老龄
观、健康老龄化”新理念，从生命观
的优化、老年健康新内涵等方面，兼
顾“为老”和“备老”，对中国式养老
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如何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
龄化”理念？解决好老年人健康的
急难愁盼，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朱洪彪说，加快编织养老服务

幸福“网”，让老年人用智慧、经验、
劳动拥抱新生活，增加社会活力、社
会创造力、社会亲和力，收获更多老
年人口健康红利。

健康老龄化发展，如何进一步
健全体系？专家建议从三个维度把
握：一是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资
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二是养老服
务体系，解决由谁提供养老服务、提
供什么样的养老服务等问题；三是
健康支撑体系，解决老有所医、老年
康养、医养结合的问题。

——新举措：助力构建支撑保
障体系。

“9073”——这是中国养老模式
基本构成，即约90％居家养老，7％
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

照顾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日常
需求是重中之重。

提供家庭适老化改造，建设智
慧型家庭养老床位，发展老年活动
中心，发展老年食堂……蓝皮书建
议，让老年人在“家门口”能享受到
便捷的养老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
累计完成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近150万户，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
位23.5万张，逐步构建完善的养老服
务体系。

一些地方在探索：北京市加快
构建“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
老年健康服务模式，江苏省聚焦体
医养融合社区慢病老人运动干预新
模式，黑龙江省打造中医药康养发
展方案……

——新画卷：满足养老服务新
诉求。

一面是老年人越来越长寿，一
面是“多病共存”，护理需求、长期照
护需求等日渐加大。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有不同诉
求，困难老年人困难也各不相同。”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建议，要直
面问题，在发展中补短板，在解决老
年群体期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培育银发经济新业态。中国卫
生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
会联合北京大学“健康中国理论与
实证研究”课题组表示，面对老年人
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亟待
探索多样化养老新业态。据相关测
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
亿元左右，到2035年有望达到30万
亿元左右。

推动“智享养老”。应对人工智
能时代之变，养老也要创新。蓝皮
书提出，应特别注意解决养老产品、
服务“不适老”问题。“‘黑科技’要关
爱老年用品，让‘为老’服务更显‘科
技范儿’，使用更便捷。”范利说。

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目
前，我国农村养老面临一些“坎”。
北京大学教授王红漫建议，为农村
老年人编织一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
幸福“网”，充分发挥农村熟人社会
互助互惠特点，力争让老年人实现
不出村、不离乡就能吃上热乎饭、看
个小病等。

“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式
办法就是要调动每一个社会细胞力
量，尽可能用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大
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韩启
德表示，守护好今天的“夕阳红”，也
是善待我们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顾天成）守护公众健
康，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
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邀请
130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进行理论授课、案例教学；
安排30名青年学员前往国家
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北京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进
行研修……2024年7月14日，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首
期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
项目结业暨第二期项目启动
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

“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
培养项目是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
工作部署，加强疾控人才队
伍建设要求的具体举措。”国
家疾控局副局长常继乐表
示，项目探索了我国公共卫
生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和机
制，取得可喜成绩。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秘书
长李全乐介绍，公共卫生高
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旨在通过
开展疾控体系领军人才能力

提升项目和公共卫生青年精
英高级研修项目，为国家、省
级疾控机构和高校公共卫生
学院培养一批专业功底深
厚、具有战略思维和国际视
野、能够解决公共卫生实际
问题的疾控领军人才和公共
卫生核心技术骨干。

“过去1年来，首期领军人
才项目采取多次短期集中授
课、专题研究等培养方式，提升
学员专业领导力；青年精英项
目通过7个模块课程教学、线
上讲座等综合培养方式，着力
提升学员公共卫生核心专业
技术能力。未来，项目将不断
优化课程教学，加强项目科学
管理、优化培训评估体系，不断
提升培训质量。”李全乐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表示，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的
突破创新关乎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坚持推进“以疾病为
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
变，将为全球提供“中国实
践”和“中国方案”。

我国举办公共卫生
高层次人才专门培养项目

多彩暑假
快乐时光
7 月 14 日，在福建省

宁德市屏南县耕读文化
博物馆非遗拓片技艺传
习所，学生们在授课老师
的带领下，学习非遗拓片
技艺制作。

暑假期间，孩子们通
过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
丰富暑期体验，拓展兴趣
爱好，乐享快乐时光。

新华社发 王旺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