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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去年60岁及以上老人增量近五年最多

三年以来， 首都老龄事业
融入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
养老民生保障能力持续提高，
迈上新台阶； 老龄社会治理能
力显著增强，焕发新活力；京津
冀老龄事业协同发展不断强
化，取得新成效。

人口老龄化是 21世纪人
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
题，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
任务， 人口老龄化机遇与挑
战并存。

老龄事业进入全面推进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 老龄事业发
展体系不断完善， 老年友好型
城市建设不断推进。

期待下一个三年里， 我们
同心同力以科技赋能打造品牌
化、专业化论坛；愿我们凝聚思
想共识，汇聚发展合力，构建首
都老龄工作命运共同体， 共绘
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协同发展
的宏伟蓝图。

北京市卫健委党委委员、 市老龄办常务副
主任、一级巡视员王小娥：

首都老龄事业进入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科技创新为应对人口老龄
化、 老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
撑和新的解决方案。 今年是技术
革新的爆发之年， 物联网、 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超
高清视频、 虚拟现实……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健康及老龄产业的集
成创新和融合应用， 大大提升了
老龄产业产品及服务的智慧化水
平。但在老龄产业领域，依然存在
产品供给不足、融合应用不够、产
业公共服务能力薄弱问题。

老龄化数据不断创造五年甚
至十年的新高， 这些新高同样也
是产业的新高地， 却显然不是最
高峰。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在不
断加快，老年人未来几十年一定会
成为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群体，他
们的消费趋势也将从关注基本需
求转向注重生命精彩度和娱乐体
验的提升。当老年群体对品质消费
越来越看重时， 康养产业须抓住
机遇，丰富上下游产品，在转型中
进入新蓝海。 （详见T06版）

北京商报社社长
兼总编辑李波涛：

老龄化数据新高峰
也是产业新高地

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养老服务
效率和品质，是北京市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途径，高端科
技养老产业也是北京动能转换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新兴产
业。为用更多科技手段赋能北京养
老服务，目前，北京市民政局已上
线北京养老服务门户网站及移动
端， 促进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接，
实现养老服务“一网通查”。

北京市高度重视智慧养老工
作。市委、市政府印发《北京市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
（2021年-2025年）》， 提出加强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支撑，
加强老年辅助技术研发推广，推
动“智慧养老院”及智能养老社区
建设。目前，北京市民政局已对养
老服务信息统一管理平台进行升
级改造， 实现养老服务管理的智
能化、智慧化。自2023年3月10日
起， 北京市民政局还在全市范围
内推行养老服务合同网签， 为全
国首创。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
市民政局副局长郭汉桥：

通过科技创新提高
养老服务效率和品质

荷兰的四大医疗卫生法规都
与老年人护理有关。 在过去的10
年时间中， 大量的技术创新为荷
兰的居家照护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去年年初开始， 荷兰的社会关
怀机器人、 提醒系统等各种家庭
护理技术都可以获得医保报销。
目前，荷兰正从预防、综合护理、
居家护理等多维度出发， 为老年
人提供所需服务。

中荷都面临着在老年人护理方
面的改革。老年人改变了，他们的环
境也应该改变。新一代的老年人，他
们热爱旅行，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
让人生充满意义。 我们不能对老年
人照护采用一刀切的方法， 而是要
找到多元化的解决方法。

对此我建议， 一是将照护和
支持服务与老年人及其所在环境
的需求对接起来； 二是尽可能鼓
励老年人进行自我管理、 鼓励家
庭照护和数字化照护； 三是投资
住房、 托管和活动中心方面的一
些新领域。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卫生、
福利和体育参赞史明康：

技术创新为居家照护
提供有力支持

9月5日，2023智慧康养高峰论坛在服贸会首钢园区举行。会上，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2）》显示，北

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老人增量为近五年最多。2022年也是北京市近五年老年常住人口增量最多、增幅最大的一年，增幅高于同期常住总

人口增幅，创历史新高。围绕北京老龄化进程，政府、行业及媒体共策养老事业和产业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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