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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据新华社《“十四五”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21日
发布，明确“十四五”时期推动全社会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
成。围绕相关热点问题，国家发展改
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医保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回答了
记者提问。

问：规划提出的织牢兜底性养老
服务网包含哪些内容？

答：内容主要包含三方面：一是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建立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明确服务标
准。二是发挥公办养老机构兜底保
障作用。在满足特困老年人集中供
养需求的前提下，重点为经济困难的
空巢（独居）、留守、失能、残疾、高龄
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
人提供服务。到 2025 年，县级特困
人员供养服务设施建有率达 100%。
三是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以农
村幸福院等为依托，构建互助养老服
务网络。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
巡访制度。到 2025 年，特殊困难老
年人月探访率达100%。

问：在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方面
有哪些重要举措？

答：规划明确将扩大普惠型养老
服务覆盖面。继续培育发展社区养
老服务机构，通过运营家庭养老床
位，将服务延伸至家庭。推动乡镇、
街道层面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与社
区机构功能互补，共同构建“一刻钟”
居家养老服务圈。同时重点支持护
理型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建设。在普
惠服务能力建设方面，重点强调社区
服务设施配套达标、顺利运营，同时
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
业发挥作用，切实为群众提供服务优
质、价格合理的养老服务。

问：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如何规划？

答：将从三方面推动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进入高质量发展“2.0”版本：

一是朝着“老年人哪里多、我们
就把养老服务机构办在哪”的方向，
优化设施布局。大力推进城市新建
城区、新建居住（小）区配套建设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达到 100%。
推进老旧城区、已建成居住（小）区基
本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二是朝着“老年人需要什么、我
们就提供什么服务”的方向，创新服
务形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家庭养
老床位、老年餐桌、互助幸福院、嵌入
式养老服务机构、巡访关爱、适老化
改造等比较成熟的新型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探索养老顾问、时间银行、智
慧养老等新型服务，惠及更多居家老
年人。

三是朝着“老年人关心什么，我
们就解决什么问题”的方向，加大和
优化为老服务供给。指导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通过签约合作、与医疗机构
毗邻建设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
服务的双重需求。促进老年用品创
新升级。通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
老服务组织等对老年人开展公益智
能技术培训。

问：规划在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
方面有哪些新亮点？

答：规划明确完善老年健康支撑
体系：加强老年健康教育和预防保
健，完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发展
老年医疗、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服
务，增强医疗卫生机构为老服务能
力；深入推进医养结合，鼓励大型或
主要接收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内
部设置医疗卫生机构，将养老机构内
设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联体管理，到
2025年，养老机构普遍具备医养结合
能力；强化老年人疫情防控。

问：如何理解发展银发经济与发
展老龄事业的关系？

答：规划专章提出“大力发展银
发经济”，在养老五年发展规划中是
首次。发展中国特色银发经济，要坚
守政府保基本、兜底线职能，为特殊
困难老年人提供均等可及的服务和
产品；同时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社会
资本等不同资本，企业、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不同组织的作用，推动壮大国
内市场。通过建立系统性、整体性的
产业发展政策推动银发经济健康稳
步可持续发展。

问：规划对践行积极老龄观有哪
些举措？

答：规划设立“践行积极老龄观”
专章并提出三方面举措：创新发展老
年教育，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
育，支持各类有条件的学校举办老年
大学（学校）、参与老年教育；鼓励老
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加强老年人就业
服务，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丰富老
年人文体休闲生活，扩大老年文化服
务供给。

问：如何增强发展要素支撑体系？
答：发展要素涵盖支撑规划顺利

实施所需要的物质保障，包括土地、资
金、人才等。下一步将深入落实规划
提出的要素支撑具体举措：推动有关
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发展养老服务，明
确10个重点联系城市。规划布局10
个左右高水平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区，
打造一批银发经济标杆城市。养老
服务设施用地纳入年度用地计划应
保尽保，新增建设用地优先安排，存
量房屋五年内不用改变土地类型。
自 2022 年起将不低于 55%的福利彩
票公益金用于支持养老服务，探索养
老机构多样化融资模式。实施人才
队伍建设行动，培养养老服务和老年
医学人才队伍。 ■严赋憬 安蓓

据解放日报 近日，我国大陆地
区多地散发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同时，香港地区的感染病例也
以每日几千例的速度快速增加。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据深圳市卫健委
上周通报消息，通过全基因组测序，
已有 6 例病例被确定感染源为奥密
克戎亚型变异毒株Omicron BA.2。

这一亚变种在全球范围内来看，
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新事物。BA.2被
称作奥密克戎毒株的“升级版”，甚至
有专家称，它将是新冠病毒进化的又
一“天花板”。BA.2究竟与之前的奥
密克戎毒株有何不同？普通市民又可
以做些什么？记者邀长宁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庄建林进行解答。

新冠毒株更迭
庄建林介绍，奥密克戎毒株根据

世卫组织（WHO）的说法，也被称为
B.1.1.529，目前它具有三个子变体：
BA.1、BA.2 和 BA.3。“之前包括目前
的大部分国内本土病例均为 BA.1，
也就是大家去年熟知的流行毒株。
但随着 2022 年的到来，因为全球疫
情的不断蔓延升级，BA.2 正在越来
越多的国家与地区扩散。”

根据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全球共
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病毒
基因测序数据库调查，2022 年 1 月，
BA.2已在美国、印度、菲律宾、越南、
瑞典、南非等40余个国家被发现（目
前该数据已更新为 74 个国家与地
区），共录得10144例确诊病例，但目
前尚未对BA.2最早的出现地进行清
晰溯源。

英国卫生安全局（UKHSA）1 月

21日宣布，将BA.2列为“正在调查中
的变种”，截至当日，英国共发现426
例 BA.2 病例，较 1 月 10 日的 53 例有
所上升；1 月 20 日，丹麦传染病研究
机构 Statens 血清研究所（SSI）表示，
BA.2已占该国所有新冠病例的近一
半，较 2021 年底时大幅增加；1 月 19
日，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Norwegian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也 报 告 ，
BA.2“增长迅速”，1月4日只有7例，
但1月19日已上升至611例，主要发
生在奥斯陆。

挪威的报告提到，“BA.2的特性
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传染性比
BA.1 更强，似乎已经接管了 BA.1。”
庄建林也认同这一现象，“疫情防控
至今，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病毒在
复制过程中一直在变异且更迭，前一
代毒株会逐步消失，目前德尔塔就很
少见。”但他同时指出，正因如此，全
球均有报告既往新冠病毒感染者再
度感染的情况。

传播力和毒性双增强
然而，普通的更迭并不会引发全

球学界的关注，第一个引起警惕的现
象是，BA.2较BA.1而言，由于缺少“S
基因脱落”的特性，核酸检测（PCR）
会更难测到它，因此被称为奥密克戎
的“隐形版本”（Stealth Omicron）。

除了检测时的挑战之外，BA.2
的最大特点是传播力较BA.1提升了
至少 30%。WHO 在去年 12 月曾报
告称，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中，
通过测序发现有99%以上为BA.1，然
而仅一个月后，2 月的第一周，BA.2
占全球所有新增病例的21.5%。

传播力提升意味着什么？庄建
林解释，“在自然情况下，如一个毒株
在一个范围内传染5人，而新毒株可
传染 10 人，则意味着传播力翻番。”
同时，这也意味着，如在餐厅、影院等
人员较密集、封闭的场所内，传染源
或许不仅波及坐得最近的人，而且可
能更远。

传播力强，毒性会低吗？很遗
憾，据2月21日披露的日本东京大学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BA.2 不仅传播
力更强，也可能引发重症。研究员分
别以BA.2和BA.1病毒株感染仓鼠，
结果发现感染 BA.2 的仓鼠病情更
重、肺部受损情况较为严重。不过研
究也指出，感染过奥密克戎的患者血
液中的抗体，对 BA.2 似乎有一定防
护作用，特别是如果他们已接种了新
冠疫苗。

“目前学界还没有针对人类的致
病力相关研究，市民也无需过度担
心。”庄建林说，“但个人防护、接种疫
苗仍是目前疫情防控的关键之举，尤
其是全国多地有散发病例的当下，请
勿掉以轻心。”根据香港地区及海外
研究，完成加强针接种的感染者中，
死亡率和重症率均比未接种者或不
完全接种者更低。

庄建林介绍，目前我国开始部署
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已经全程接种两剂
灭活疫苗或一剂腺病毒载体疫苗满6
个月的18岁以上人群，可以进行同源
加强接种，也可以重新选择重组蛋白疫
苗等。“此外，佩戴口罩在公共场所将有
更重要的意义，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与安全，请尽量避免聚集拥挤的场合，
减少‘中招’风险。” ■黄杨子

我国开始部署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疾控专家：奥密克戎“升级版”散发，公共场所请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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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记者 毛信慧 成佳佳 高靓

“以柔克刚”，杨浦企业
秀出科技实力——冬奥“秀
场”的智慧成果有望“飞入寻
常百姓家”

北京冬奥会既是运动健儿追逐梦
想的舞台，又是中国企业展示实力的
秀场。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力拼搏，挑
战极限；赛场外，一大批致力于创新的
科技企业大展身手，为冬奥护航。这
其中就有杨浦企业的身影。

北京冬奥会期间，三大赛区的
场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电，这是奥运
历史上首次实现场馆 100%绿色电能
供应。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张北
柔性直流电网工程的助力，它将张
北地区的新能源成功接入北京电
网，全面满足北京冬奥会场馆用电
需求。其中，由上海佑铁轨道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的减震技术和方案，
不仅助力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
电网示范工程项目建设，还为项目
节省超过 500 万元。

记者了解到，佑铁轨道是上海同
济科技园的一家高科技企业，依托同
济大学强大的智库支持，在结构设计

优化咨询、减隔震产品研发、设计及应
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总
工程师刘卓介绍，张北可再生能源柔
性直流电网示范工程项目为大型厂房
结构，平面尺寸为95mx170m，抗震设
防烈度为8度，提高一度按9度设计。

“抗震要求高，工期紧，首次在电力领
域使用新技术是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
挑战。”

挑战为有创新实力的企业带来了
机遇。为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佑铁
轨道在项目中采用减震技术措施，共
布置336根屈曲约束支撑（BRB）。屈
曲约束支撑在小震下为结构提供附加
刚度，大震下较早进入塑性耗能状态，
保护主体结构少受损伤。“与‘硬碰硬’
的抗震技术相比，减震技术就像是‘以
柔克刚’，而且这些部件将来也都是可
更换的。”刘卓解释。

最终，经过弹塑性分析计算，布置
屈曲约束支撑后整体结构可满足9度
大震的设防性能目标，兼顾了结构抗
震性能与经济性的统一。相比普通支
撑方案，公司研发生产的屈曲约束支
撑方案可节省造价 510 万元，节省比
例达到27.96%。

本项目作为减震技术在国内电力
系统中的首次应用，具有前瞻性、代表

性、先进性。更加可贵的是，这些科技
成果有望在后奥运时代“飞入寻常百
姓家”，比如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学校、
办公楼宇等公共建筑，提高超大城市
的安全性，让更多人享受冬奥的智慧
成果。刘卓表示：“对我们来说，冬奥
是一个舞台，让企业有了展示实力的
机会，相信会推动行业中更多创新技
术的应用和落地。”

攻坚克难，“同济智慧”
助力绿色冬奥——冰雪小镇
有轨电车成为“冬奥遗产”

北京冬奥会期间，崇礼太子城冰
雪小镇内，“冬奥小火车”来来往往运
送各国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这其中就
有“同济智慧”。

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项目是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配套工程，在
赛时提供接待、交通换乘、休闲娱
乐等服务。冰雪小镇的设计与建
设处处体现着高效、绿色、可持续
利用理念。

其中，由隧道股份城建设计集团
设计的张家口崇礼奥运赛区有轨电车
就是“绿色办奥运”的重要举措之一。

“冬奥小火车”位于太子城冰雪小镇
内，项目以“运动康复基地”为起点，经

过“奥运颁奖广场”，最后到达“太子城
遗址站”，共设6个车站，全部使用绿
色能源。其中，“奥运颁奖广场”是49
枚奥运金牌的颁奖地。

作为 2022 年冬奥会期间主要交
通工具，有轨电车穿行于小镇各主干
街区。如果游客从太子城高铁站下来
之后，拿着雪具和行李，可直接乘坐有
轨电车，直达酒店、民宿或小镇的任何
区域。

“‘冬奥小火车’为人车混行，既是
全国首条行驶在商业街里的有轨电
车，又是国内唯一一条在建筑物内行
驶的有轨电车，也是国内最寒冷环境
下行驶的有轨电车，可以说运行环境
十分复杂。”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
授禹海涛介绍，建设时，如何解决震动
问题，减少噪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如
何解决冻胀问题，确保行车安全，都是
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

由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禹海涛团队参
与的《寒冷地区复杂环境下奥运赛有
轨电车工程建造关键技术研究》科研
项目，通过对不同温度情况下冻胀土
力学性质的变化进行研究，攻克了季
节性冻土有轨电车路基冻胀融沉与列
车振动控制难题，保障了复杂环境下
奥运有轨电车的运营安全性与环境协
同性。

如今冬奥会已经闭幕，“冬奥小火
车”作为重要的“奥运遗产”继续服务
于太子城冰雪小镇的商业运营。

寓教于乐，DIY一束“奥运
之花”——在花团锦簇中，重
温“手有余香”的中国式浪漫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颁奖花束不采用传统的鲜花，改
用手工绒线编结花。“奥运之花”之
所以“永不凋谢”，不仅在于材质的
变化，更在于编织者的辛勤付出。
花束的编织者中，就有杨浦的巧手
妈妈团队。

2 月 20 日，延吉新村街道联合
上海海星之家社工师事务所，举办

“花团锦簇，献礼冬奥”——延吉新
村街道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插花活
动，制作花艺作品，重温冬奥的中国
式浪漫。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冬奥
会上的颁奖花束是由哪几种花型组
成的吗？”专业花艺师陈瑄绮主讲，围
绕“花艺师的职业领域”“奥运会中的
花艺设计”和“亲子花艺献礼冬奥”三
个板块开展。陈瑄绮一边讲解插花

艺术搭配原则，一边进行示范。小朋
友们都跃跃欲试，想 DIY 一束“奥运
之花”。

在老师的指导下，选花、修剪、色
彩搭配……作品制作过程中，孩子和
家长分工合作，充分发挥想象力，还
不时交流技巧手法。最后，小朋友们
纷纷在卡片上写下对祖国和冬奥健
儿的祝福：“中国的选手太棒了，中国
加油”“我希望长大以后也可以为国
争光”……

“这次活动让我们享受了一段美
好的亲子时光，不仅感受到了大自然
的美，也重温了冬奥精神，特别有意
义。”一位参与活动的家长说。

延吉新村街道学生社区实践指导
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将冬奥
与手工结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进一
步传播冬奥会文化，普及冰雪运动知
识，提升青少年儿童的观察、动手、设
计及创新能力。

“未来我一定会变得更
加优秀”——传承冬奥精神，
做敢于拼搏的新时代好少年

冬奥会掀起冰雪运动热潮，这股
热潮不仅刮到了杨浦的社区，也刮进
了杨浦的校园。杨浦各校师生也用自
己的方式为冬奥会喝彩，感受体育魅
力和中国力量。

2 月 21 日一早，五角场小学举行
“冬奥精神我传承”主题升旗仪式，再
次回顾冬奥盛况，告诉孩子们，每一
块奖牌都凝结着中国选手的汗水，并
用四句话诠释冬奥传递的内在力量：
有拼搏更精彩；能坚持有收获；会合
作能成功；懂规则向未来。下午班会
课上，学生们交流踊跃，就如何发扬
冬奥精神畅所欲言。有的手绘冰墩
墩和冬奥知识小报；有的为自己喜欢
的运动健儿点赞，说起他们的故事如
数家珍……

2月21日上午，在六一小学“聪聪
看冬奥，筑梦向未来”主题升旗仪式
上，憨态可掬的冰墩墩立即把大家的
记忆拉回北京的这场冰雪盛会。紧接
着，一段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的视频，又
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厚底蕴与魅力。

北京冬奥会，中国队收获了9金4
银2铜。“冰雪健儿不畏艰难、勇于挑
战自我的拼搏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
着我。我相信，只要继续像他们一样
踏实努力、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未来
我一定会变得更加优秀。”六一小学学
生李永垚说。

冬奥精神“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编者按
一株“迎客松”拥抱世界，一曲“长亭外”折柳相送。“双奥之城”，兑现冰雪之约；体育强

国，踏上新的征程。北京冬奥会已圆满落幕，但奥运精神永不落幕。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跟随记者，回顾北京冬奥与杨浦的“冰雪奇缘”，感受冬奥遗产在

杨浦人心中留下的“余音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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