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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通过开展居家和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
目，已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23.5万张、为41.8万老年人提供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在1月14日
召开的2024年全国民政工作会
议上，一组数据吸引记者注意。

家庭养老床位是一张什么
“床”？

据介绍，家庭养老床位就是
把养老服务机构专业照护服务
向家庭延伸，从而缓解老人特别
是失能老人家庭养老难题。

在我国，九成以上老年人倾
向于居家养老。但对于一些失
能、半失能老人来说，在家虽有

儿女环绕，却少了专业照护，翻
身、吃饭、洗浴等“小事”却是一
家人的“难事”。

另据统计，我国6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有2.8亿人，截至
2023年三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机
构和设施床位820.6万张。仅靠
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养老床
位的诞生，让老年人不出家门就
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服务，减轻
了家人照护负担，缓解“一人失
能、全家失衡”局面。

同样是送服务上门，家庭养
老床位与普通的家政服务相比，
有什么区别？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郑
志刚介绍，家庭养老床位这一服
务模式送来的服务由养老护理
员等具有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
提供，更符合失能老人需求。老
人生活场所也将进行专门的适
老化、智能化改造。从简单实用
的卫生间扶手到科技感满满的
智慧养老服务设备，小小改造让
家的港湾更温暖。

记者了解到，家庭养老床位
是“十三五”时期国家开展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中产生
的创新举措。“十四五”时期，民
政部、财政部联合开展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拿出“真金白银”为项目地区符
合条件的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
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鼓励探索失能老年人居家养老
专业照护模式。

当前，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模
式尚属试点阶段，要进一步普及
推广还有诸多难题待破解。

“原本在一家机构中，一个
工作人员可同时照护两到三名
老人，但若要提供上门服务，就
要付出更高的时间成本。这就需
要建立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
高养老服务机构参与热情。”郑
志刚表示。

此外，如何降低工作人员交
通意外风险、服务纠纷风险、如
何确保服务质量更好维护老年
人权益等问题也急需政府部门
和养老服务机构共同破题。

记者了解到，各地在试点过
程中，结合实际情况，交上了各
自“答卷”。

为了点燃养老服务机构参
与热情，四川省眉山市按照每户
不高于2500元的标准，对家庭
照护床位建设经费给予补助，并
对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家庭照
护床位实行“以奖代补”。通过这
一举措，已带动培育数十家养老
服务企业。

为了让老人享受到更实惠
的服务，北京市石景山区将养老
家庭照护床位项目与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试点深度融合。参与长
期护理保险的老人可在一定范
围内报销70%至80%居家护理
服务费用。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通过完善标准规范，进
一步明确家庭养老床位功能定
位、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等，做好
风险防控，切实解决居家失能老
人专业照护需求，并推动形成可
持续发展模式。

（新华社电）

已建20余万张 家庭养老床位是什么？

2024年已经到来，新的
一年全球各地形势将会如何？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
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乌
克兰危机和加沙冲突延宕、
全球多国将举行重要选举、
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等诸
多因素，让新的一年充满不
确定性。

亚太：地区国家重
合作 美国持续掀风浪

亚太是全球发展稳定之
锚和合作高地。重合作、共
发展、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
队是多数亚太国家的基本立
场。预计2024年亚太地区仍
将保持总体和平和较快经济
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 10月预测，2024年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4.2%，高于全球经济2.9%的
增长率。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
国，一向致力于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促进地区国家合作
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东盟
自贸区3.0 版谈判 2023年已
举行数轮磋商，力争2024年
内完成谈判。中国与亚太地
区国家在新一年里的合作值
得期待。

这一年，亚太多国将迎
来重要选举，包括日本执政
党自民党总裁选举、韩国国
会选举、印度人民院 （议会
下院） 选举、印度尼西亚总
统选举、巴基斯坦国民议会
（议会下院）选举等。这些选
举将对相关国家政局产生重
要影响，进而对地区局势产
生外溢效应。

与此同时，美国在亚太
地区不断兜售其所谓“印太
战略”，拼凑各式封闭排他的

“小圈子”，煽动分裂对抗。
在美国大选年背景下，不排
除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加
大在亚太地区搅局的力度，
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形势
可能因此承压。

北美：选举结果难
料 经济增长放缓

美国总统选举及经济发
展态势将对本地区和世界其
他地区产生较大影响。

美国大选定于 11 月举
行。从目前形势看，白宫争
夺战是否在拜登和特朗普之
间展开，尚无法确定。美国
内外政策的延续或转变将对
全球形势产生深刻影响。

为应对选举，预计拜登
的民主党政府将在经济、移
民、教育等领域发力，而共
和党也将奋力造势，以争取
夺回总统宝座。

专家预计，新的一年，
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并且
会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亚欧：乌克兰危机
是焦点 俄西博弈仍激烈

在亚欧地区，乌克兰危
机走向将继续是国际焦点，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区

乃至世界局势的发展。
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

但目前仍然看不到“隧道尽
头的光亮”。去年，乌克兰军
队对俄方发动反攻但受挫，
一些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
出现“援乌疲劳症”。但美西
方出于维护地缘战略优势需
要，或仍将持续向乌克兰提
供军援，以同俄方激烈博
弈。乌克兰危机一旦出现重
大变化，必将是地区和国际
局势中的重大事件。

在俄罗斯，总统选举定
于3月举行，普京总统不久前
已宣布参选。俄舆论普遍认
为，普京大概率将胜选连
任。外交方面，俄罗斯是
2024年金砖轮值主席国，将
于10月在喀山主办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由于乌克兰危
机，俄罗斯与西方渐行渐
远，“全球南方”在俄外交中
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与发展
中国家加强合作将是2024年
俄外交的发力点。

在乌克兰，对于是否于
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

“现在不适宜”。但乌国内仍
有要求按期选举的声音，相
关事态如何发展以及将对战
局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

欧洲：欧盟要职将
换届 极右势力或壮大

在欧洲，令国际社会瞩
目的大事是，欧盟委员会主
席、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欧洲议会议长等职位都面临
换届，这些人事变动将影响
欧盟未来政策走向。其中，
得到美国支持的现任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否连任
值得关注。

由于欧洲建制派政党近
年来在解决移民、经济增长
缓慢等问题方面整体表现不
佳，民众希望看到变化。在
此影响下，欧洲极右翼政治
力量不断壮大。2023年，极
右翼政党在荷兰、芬兰等国

势力大增。随着乌克兰危机
和巴以冲突延宕，新一批难
民涌向欧洲，2024年，反移
民的极右翼势力很可能在欧
洲获得更多支持。

2024年，乌克兰危机仍
将是欧盟的主要安全关切之
一。部分欧盟国家表示会同
乌克兰签订双边安全保障协
议，承诺为乌提供情报支持
和军事援助。但欧盟内部已
有多国发出不同声音，欧盟
内部对乌态度已然分化。

中东：加沙冲突难
停息 地区国家谋自主

在中东，加沙冲突对巴
以双方、对地区乃至国际局
势都带来严重冲击。

目前，国际社会要求停
火止战、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的呼声持续加大，但以色列
仍在进行军事行动，且得到
美国支持，战事走向仍不明
朗。同时，冲突外溢导致黎
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
同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明显
增多。

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
而对阿拉伯国家诉求少有顾
及，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之间
裂痕将继续加大。

新的一年，中东地区大
国伊朗将迎来议会选举，选
举结果将影响伊朗内外政策
走向，其在地区层面的外溢
效应值得关注。

从整个中东地区来看，
求和平、谋发展正成为越来
越多中东国家的共识。这些
国家独立自主性空前增强，
正积极参与塑造国际体系，
成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
量。

非洲：国际影响将
提升 安全稳定待加强

随着非洲联盟去年9月加
入二十国集团，埃及、埃塞
俄比亚今年1月1日成为金砖
国家正式成员，非洲在全球
事务中的参与度与发言权将

提升。
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

议将再次在中国举办，中非
双方将在更广泛领域开展合
作，为中非人民带来更大福
祉。

2024年，非洲大陆自贸
区建设将加速推进，将有30
个非洲国家开始实施非洲大
陆自贸区协议。

此外，南非、塞内加尔
等非洲国家将迎来总统选
举，其结果将对这些国家以
及地区产生影响。而动荡与
战乱仍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非洲西部和萨赫勒地区近年
来政变频发，引发广泛担忧。

拉美：“左右”方向待
抉择 中拉合作迎大年

在拉美，2024年，萨尔
瓦多、巴拿马、多米尼加、
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都将举行大选，这些选举的
结果将决定拉美政治钟摆的
左右进程，同时还将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拉美一体化进程
和地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效能。

近来，随着厄瓜多尔左
翼冲击总统宝座失利和来自
极右翼阵营的阿根廷总统米
莱宣誓就职，拉美左翼掀起
的第二波“粉色浪潮”在经
济持续低迷的“逆风”下略
显后劲不足。

2024年，二十国集团和
亚太经合组织都将进入“拉
美时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将分别在巴西和
秘鲁举行。

新的一年，中拉论坛迎
来成立十周年。中国将同拉
美国家一道，不断提升中拉
合作水平。

纵观全球，新的一年，
机遇与风险同在、希望与挑
战并存，求和平、谋发展仍
将是各地区人心所向、大势
所趋。

（新华社电）

新华社加沙/耶路撒冷1月14日电 2023
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至今已持
续100天。冲突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同时
其外溢效应不断扩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
续升级。

冲突百日伤痛愈深
10月7日冲突爆发当天，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目
前，按照以色列的说法，以军在加沙地带的
作战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

冲突爆发后以方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空
袭以及全面封锁，被视作以军在加沙地带军
事行动的第一阶段。10月下旬，随着以军更
多地面部队攻入加沙地带，行动进入第二阶
段。今年1月初，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
兰特公布了作战“第三阶段”的构想，包括
在加沙北部开展更精准打击、在加沙南部进
一步追踪哈马斯领导人和解救被哈马斯扣押
的100多名人员等。

美联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第
三阶段“至少持续6个月，包括密集的清剿行
动”。但6个月并不意味着冲突结束，以色列
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1月 8日说：

“战事将持续整个2024年”。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数

据，自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军队在
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逾 2.38 万人死
亡、6万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说，冲突共造
成13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仍有130多人被
扣押。

外溢效应持续显现
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百日，外溢效应愈

发凸显。新年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军
事行动频频展开，地区多国笼罩在战争阴云
中。

1月2日，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
阿鲁里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遭无人机空
袭身亡。以色列政府或军方没有承认或否认
暗杀阿鲁里，但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
称，空袭是以色列所为。这起袭击事件激起
黎巴嫩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国防军6日
说，当天早间黎巴嫩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北部梅龙地区发射了
约40枚火箭弹，以军予以还击。

黎巴嫩真主党9日宣布，真主党出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位
于以色列塞费德的以军北方司令部总部，以报复真主党一名
高级指挥官一天前遇袭身亡，以及哈马斯一名领导人2日被无
人机袭杀。以色列军方当天证实以军一处基地“遭敌机袭
击”。

在红海，胡塞武装多次袭击其认定为关联以色列的船
只，以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1月12日凌晨，美国和英国联
手空袭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武装回应说，美英将为
这次“大规模侵略行为”付出沉重代价。13日凌晨，美军对
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后者誓言报复。

此外，本轮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
事基地和人员受到上百次袭击，美军对两国一些民兵武装的
设施实施了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巴以冲突久拖不决，致使地区矛盾
愈演愈烈。如果连锁效应继续下去，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
突。

巴以民众盼和平
冲突百日，加沙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对在战

火中备受煎熬的民众来说，停火止战是新年最大愿望。
在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一所学校内，伊曼和她

的家人住在一间教室的角落里。
伊曼家原本在加沙地带最北端的拜特哈嫩镇，从冲突爆

发第一天起，那里就是以军轰炸的重点。当时怀有身孕的伊
曼和家人被迫背井离乡，但现实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糟。伊
曼说，他们起初以为很快就能回家，所以“走时没带太多行
李，但没想到冲突到现在都没有结束的迹象”。

去年12月，伊曼在一处难民营的医院里分娩，生下四胞
胎。但随着以军地面行动扩大，她不得不带着刚出生的婴儿
再次逃亡。伊曼告诉记者，她的一个孩子在出生后身体状况
欠佳，只能留院观察，“我一直想去医院看他，但从学校去医
院的路十分危险”。

伊曼的姐姐舒鲁克说：“我们的生活条件很艰难，婴儿得
不到很好的母乳喂养，没有安全的庇护所……孩子们因为冲
突遭受苦难。我们曾经过着平静的生活，至少能够为孩子们
提供食物。”

以色列南部城市斯代罗特是该国距加沙地带最近的城
市，离伊曼家所在的拜特哈嫩镇不远。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当
地志愿者梅拉夫，她的工作是为那些3个月前因为冲突离开斯
代罗特的居民们打扫房间，等他们回家后“会发现房子是干
净的”。

“我希望被扣押的人能够很快回家，士兵们能够很快回
家，我们想念他们。”梅拉夫说。

2024世界会怎样？

参加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的嘉宾来到海南省三亚市的现代农业基地走访参观，了解中国现代
农业发展情况。 /新华社发

冲
突
满
百
日
，何
时
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