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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张颀）长江北路
的人行道上不能有一个烟头、绿化带内不能藏一个槟榔渣，这得有
多难？为了做好这条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的清扫保洁，天元区城
管局环卫服务中心倾注了不少心血。昨日，该中心党支部联合株洲
日报社校园记者，在这里开展“小小环卫工”体验活动。

湖南首个钢结构装配式
住宅示范社区开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小波）昨
日，湖南首个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示范项目中天·
麓台在株洲开工建设。

该项目位于武广片区炎帝大道旁，总投资
13.82 亿元，地上建筑面积 17.85 万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9 栋 100 米高层住宅全
部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并按照绿色建筑二星
级标准设计。该项目由湖南中天集团按照工程
总承包模式建设，并在钢结构装配式、绿色建造、
信息技术应用、建筑垃圾减量等8个方面展开试
点与示范。项目已经纳入申报湖南省绿色建造
示范项目范围。

钢结构具有抗震性能卓越、施工速度快、节
约能源、绿色环保、布局灵活等众多特点。2019
年，株洲市被列为国家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城
市。同年，又成为湖南省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湖南中天集团旗下的中天杭萧钢构成为株洲首
个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湖南中天集团从2017年开始，潜心于钢结构
装配式建造研究，并将其作为集团创新转型的战
略方向。为此，该集团组织了12位高级工程师、
教授，6位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3名博士为核心
的研发团队，并获得 23 项国家专利。此次开工
的中天·麓台，将成为株洲目前住宅建造应用新
技术最多的项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圆 通讯
员 涂承东）由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剑主
办的“平安之星网络宣传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
其中，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委杨承锋、湖南
省金州(株洲)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罗谭勇分别入
选2021年度2月“平安英雄”“平安卫士”的候选
人名单。今日上午八时起，该活动网络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请为他们投上神圣一票。

杨承锋，他十七年坚持缉凶，终侦破株洲八
岁女童及其母被杀案，面对持枪毒犯，他喊出了

“要死，我先上！”
罗谭勇，他参与的株洲市湘江救援协会，先

后从湘江中挽救了112条人命，带领律所其他律
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百件。

据了解，“平安之星”分为“平安英雄”和“平
安卫士”两类，向全社会大力宣传推介平安中国
建设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人物，推动形成平安中国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生动局面。本次“平
安之星”网络投票活动将选出2月的“平安之星”，
投票时间为3月22日8时至3月26日24时，每日
可投1票，共5天。杨承锋
是“平安英雄”91号，罗谭
勇是“平安卫士”56号。

扫描二维码，或关注
“株洲政法”微信号“平安
之星”栏目，每天投上一
票，助力平安株洲建设，
赶紧行动吧！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
员 阎俊）3 月 19 日至 21 日，市公安局 9 楼会议
室，杨承锋等6名民警先后上台试讲，为将于本
周举行的全市公安机关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彩
排”。

此次报告团的 6 名成员，是不同警种、不同
岗位的公安民警代表。其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政委杨承锋是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他将
讲述从警40年一直战斗在最前沿，17年坚持缉
凶终于破获8岁女孩及其母亲被杀案，面对持有
枪支的毒贩喊出“要死，我先上”的故事。经开公

安分局纪委书记毛丽红是省政府及公安部一等
功获得者，他将讲述其在腹部被刀子捅伤、肠子
外流仍生擒大货车盗贼的直面生死经历。天元
公安分局副局长田颖是全省优秀人民警察、二等
功臣，他将讲述其发扬“三牛”精神，带领刑警战
友们攻克各类刑事案件难关的心路历程。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谢松云是全省春运
交通安全先进个人，他将讲述其守护湘江平安的
故事。荷塘公安分局月塘派出所民警谢毓安是
全省公安机关优秀社区民警，她将讲述其扎根社
区、编牢基层治安防控网的故事。天元公安分局
三门派出所民警张迎曾在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
务台工作3年，她将讲述110接警员及时接处各
类警事的故事。

城管示范街如何精细保洁？
天元环卫联合本社校园记者上街体验

▲长江北路城管精细化示范街上，天元环卫党员志愿者带领校园
记者在绿化带内“找茬” 记者 伍靖雯 摄

精细保洁，不留死角

清爽干净的道路来之不易，需要环
卫工互相协作。目前，这条示范街上有
23名环卫工，负责24小时全天候的精细
化巡回保洁。除了通过人工和机械化
扫洗，沿线的果皮箱、休闲座椅等，都要
做到天天擦洗，不留污垢。

“我们初步估算，沿线每个月要产
生 70 余吨生活垃圾。”该中心有关负责
人向校园记者介绍，一头成年非洲象的
平均体重一般是5吨左右，这相当于14
头成年非洲象的重量。

如何从管理层面有效避免垃圾落
地？该中心的思路是从源头解决问题，
在这条示范街试点生活垃圾循环收运
模式，环卫工带着分类收集车辆，挨家
挨户上门收集，避免商户随意乱扔乱
倒，也让管理从“被动”变为“主动”。

“其实，如果大家都能自觉把垃圾
扔进垃圾桶，环卫叔叔阿姨们就不用这
么辛苦，街道自然就变美丽了。”捡完一
处垃圾，校园记者叶冠均说。

不乱扔垃圾是对环卫工最大的尊重

长江北路一、二街区沿线商铺、办
公楼等建筑林立，平日人流量极大，自
然也会产生更多生活垃圾。另一方面，
人行道干净见底色才能给大家留下城
管精细化示范街的美丽印象。这条街
清扫保洁的难度可见一斑。

昨天下午 2 点半，听完基本的清扫
保洁程序介绍后，20名校园记者拿着捡
垃圾的火钳、垃圾袋，在天元环卫服务
中心党员志愿者的带领下，在这条街上

“找茬”。
“精细保洁意味着什么？不仅人行

道上不能有垃圾，绿化带内、井盖边缘
等细节区域，也不能成为卫生死角。”该
中心有关负责人蹲在一处绿化带边给
校园记者介绍，大家凑过去发现，绿化
带内藏着一个烟头。“这种乱扔的行为

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若是天气炎热，未
熄灭的烟头在绿化带里很容易产生安
全隐患。”

大家行动起来。来自银海小学的
周亨骏和小伙伴们蹲在一处井盖旁，试
图用火钳夹起井盖边缘缝隙里的烟头，
试了两次都失败了。附近的环卫工用
随身携带的竹签将烟头挑出来，再夹入
垃圾袋。“这种小烟头太讨厌了，环卫叔
叔阿姨们总是要弯腰寻找、捡干净，他
们真辛苦！”周亨俊说。

另一边，校园记者吴钰璇被路上的
环卫清洗车吸引。只见路面的垃圾被
清扫干净后，清洗车慢慢开了过来。“人
行道扫完再清洗一遍，是为了让道路恢
复原本的颜色。”环卫工向她解释。

全国2月“平安之星”投票开启
株洲两位候选人等您来“点亮”

这6位民警将巡回讲述为民故事

▲扫二维码投票

相关新闻

一边是“不生”，一边是
“老去”，这样的趋势能否扭
转？

翻开“十四五”规划纲
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单列一章凸
显 国 家 对 这 一 问 题 的 关
注。一系列部署显示，未来
我国将以“一老一小”为重
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
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少子
化、长寿化、老龄化并存的
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
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面对
不可改变的“三化并存”现

实，关键要不断认识新的人
口机会，开发第二次人口红
利。

人口变化是慢变量、长
变量，难以立竿见影，只能
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不断
深化认知，借鉴他国经验，
创新政策措施。

以日本为例 ，不仅是
“少子化”一词的发源地，也
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老龄
化社会的国家。日本国立
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说，
为了鼓励生育，日本政府采
取了很多措施，包括给生育
家庭减税、提供生育补贴、
落实带薪产假等。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强化
老年人权益保障提出明确要求，
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正是老年
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了
老年人福利津补贴制度，基本实

现省级全覆盖。”李邦华介
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3000多万老年人享

受了不同类型的
福利津补贴。

他 表 示 ，
“十四五”时
期民政部门
还将从三方
面入手完善
老年人福利
津 补 贴 制
度。一是鼓
励 有 条 件 的
地区对老年人

福利津补贴提
标扩面。二是
推进对象精准

化，更加聚焦经济困难的失能、
高龄老年人。三是提升规范化、
便捷性，解决智能化技术应用给
老年人福利津补贴申领带来的
困难。

特殊困难失能留守老年人
探访关爱服务方面，李邦华表
示，民政部将在农村留守老年人
探访关爱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建
立城乡一体的特殊困难失能留
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将探访
关爱工作从农村拓展到城市，从
留守老年人拓展到城乡特殊困
难老年人。

“民政部将指导各地通过日
常巡访掌握老年人基本情况，发
现重大风险隐患时，第一时间向
巡访对象的赡养人（扶养人）通
报，必要时协助其向有关方面申
请紧急救援，防止冲击社会道德
底线的事件发生。”李邦华说，民
政部还将逐步建立全国探访关
爱基础数据库，为精准帮扶、精
准关爱提供数据支撑。

（据新华社）

将有更多答案
未来五年

养老，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到2025年，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立足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以满足亿万老年人美好生

活需要为中心，提出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措施。目标如何实现？措施
如何落实？记者近日专访了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十四
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整合利用
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

“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幸福院等互
助性养老”等多项具体措施。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将
把城镇中的闲置社会资源，经过
一定程序整合改造成社区养老
设施，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将新建
或改造建设养老等公共服务设
施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
围。”李邦华介绍，依托养老服务
设施，还将在街道、社区范围内
大力发展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
将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针对互助性养老，李邦华表
示，民政部将根据地方实际需
求，推动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
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
有条件的地方给予相应补贴，推
进“时间银行”试点，探索互助性
养老的更多新形式。

“2022 年底前，确保每个县
至少建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
的县级敬老院，优先满足失能特
困人员的照护需求。”李邦华说，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
到 55％”要求，民政部将在相关
政策中进一步明确目标，同时对
现有养老床位进行改造升级。

如何养老：答案不止一个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调查
显示，我国九成以上的老人倾向
于居家养老。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
能力逐渐衰弱，对居住环境的安
全性、便利性要求也不断提高，
居家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计
划支持200万户特殊困难家庭适
老化改造。”李邦华介绍，民政部
还将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改造
对象扩大到其他有需要的老年

人家庭，不断提升老年人居家养
老的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李邦华介绍，居家适老化改
造将采取施工改造、设施配备、
老年用品配置等方式，着力改善
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和照护条件。

针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的“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
要求，李邦华表示，民政部将配合
有关部门，以满足老年人社区养
老、日常出行等需求为目标，大力
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

最大需求：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权益保障：更多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正在此间
举行的中国高
层 发 展 论 坛
2021 年会经济
峰会上，“少子
化”与“银发经
济”两个独立
单元形成了一
种 特 殊“ 对
话”：

当“ 老 龄
化”遇上“少子
化”，中国如何
破解未来社会
发展不可回避
的“一老一少”
困局，无疑是
各方关注的热
点话题。

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总
和生育率已降
至 1.49，跌 破
了国际公认的
1.5 的警戒线。
同年出生并已
进行户籍登记
的 新 生 儿 共
1003.5万，已连
续五年下跌。
无独有偶，国
家统计局报告
指出，2019年，
我国65岁及以
上人口比重增
至 12.6％，0 岁
至15岁人口比
重 为 17.8％ ，
人口老龄化程
度持续加深。

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1

2 进一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

当“老龄化”遇上“少子化”

如何破解
困局？

““老龄化老龄化””
““少子化少子化””

破解破解

““一老一少
一老一少””

困局困局

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
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了
吗？新的人口红利又该如
何挖掘？

“机遇与挑战并存。”原
新认为，虽然我国劳动力资
源红利在减少，但它依然庞
大，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
大提升。此外，国家提出延
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
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
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
人口变成大龄劳动力，劳动
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认
为，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给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
战，但供需两端仍有潜力可
以挖掘。

“归根结底，一个社会
的 养 老 要 靠 公 共 保 障 制
度。”蔡昉说，当下我们应积
极加强普惠性养老保障制
度建设，从而赋予每个人享
受“优雅”老去的权利。与
此同时，养老金等物质基
础的保障还能进一步释放
老年人的消费，使“银发经
济”真正散发出无限生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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