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
至18日在北京举行。7月21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会议决
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这份指导新征程
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
领性文件，覆盖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方方面面，构筑了全
景图，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
重大改革举措，其中不少和
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

《决定》在“健全保障和

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专章中
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
任务。对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
银发经济等养老相关工作作
出部署。

《决定》强调，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全国
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
全监管体系。健全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
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

《决定》指出，健全人口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
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
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
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
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
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深化以公益性为
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引导规
范民营医院发展。创新医疗
卫生监管手段。

《决定》强调，健全人口
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
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
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
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
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
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
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鼓励
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
促进医养结合。加快补齐农
村养老服务短板。改善对孤
寡、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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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件像阳光和利剑
触及到目前养老的最深层最
具体最关键的问题。这是应
对老龄化的号角性声音，拨
开了认识上的迷雾，同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同步，同现代
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一
道纳入新时期的战略决策与
困难攻艰的战术指导之中。

人口老龄化的最大挑
战，是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

模式难以为继，须全面转变
认知，才能冲破传统观念的
束缚。要认清人口老龄化的
发展特征。人口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基础
性和战略性因素，构成重塑
人类社会的认知背景和基础
力量。必须走出年轻社会的
传统思维定势，重新认识和

界定养老、老龄化、老龄社会
等相关认知，从多学科、多领
域展开全方位、大视野、整体
性、前瞻性研究。特别是要
建立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
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
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

口高质量发展。
中央决策后，剩下的工

作是要看各级政府的决心和
行动，也是考验各级政府施
策水平的时刻，目标明确，任
务清晰，这是决胜之机！我
们相信有党和政府的英明决
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
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刘同昌（本报特约评论
员、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

我们的生活必将越来越好

本报北京讯 在《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下称《决定》）中，中央首
次将“自愿、弹性”列为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原则。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教授杨燕绥表示，《决定》首次提
出“自愿”的原则，这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现行退休政策没有给
劳动者选择的余地，“自愿”则
尊重了个人的劳动能力与劳动
状况，个人可结合自身的身体
状况、家庭状况等做出是否延
迟退休的选择，这是公共选择
中非常关键的一点。

杨燕绥表示，弹性原则
也是第一次正式写入党中央
报告中，之前常说的“小步慢
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只
是一种政策描述，《决定》首
次将“弹性”上升到了原则的
层面。因为弹性能够克服很
多刚性，当面临多重问题，寻
找解决方案的时候，弹性是
非常重要的原则，能够留出
很多的空间去讨论，最终形
成一个有共识的方案。同

时，延迟退休方案越有弹性
就越有适应性，有利于实现
中央所说的“量力而行”。

杨燕绥表示，我国在“自
愿、弹性、法定退休年龄”三个
新提法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
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需
求。从就业市场的情况来看，
渐进式的弹性退休制度有助
于实现就业人员从数字经济

替代岗位转向照顾经济岗位，
一些大龄还有工作能力和工
作意愿的人员经过培训之后，
可以转向老年人照护岗位，这
对劳动力市场转型和解决结
构性失业有多重意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则
表示，此次《决定》提出按照自
愿和弹性原则，将选择空间
让渡给个人，个人可根据自

身具体情况做出符合个人意
愿的最优选择，按照“自愿”原
则，个人可在几个年龄节点
选择，按照“弹性”原则，对自
愿延退的人可给予激励系
数，适当提高养老金水平。“一
般来说，政策可能会是设置
一些延退年龄段，由个人选
择，多延多得，但一经选定不
可改变，不会是想延多少就
多少。”张盈华说。 （一财）

中央首次将“自愿、弹性”列为延迟退休原则

延迟退休自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后，始终备受关注。
因为这与每个人的退休年
龄、养老金发放及社会就业
等息息相关，具体如何确定
实施方案，的确需审慎对待。

此次《决定》提出按照自
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
革，可视为顶层设计层面在此
问题上达成的一种新共识。

就现实来看，我国法定
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周岁，
女干部55周岁，女职工50周

岁，实际上参加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平均退休
年龄不到55岁，是目前世界
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

这一现实状况，一方面为
延迟退休留了“挖潜”空间，另
一方面，也表明社会惯有认知
中，对于退休年龄本就带有“弹
性”预期。毕竟，受个人选择、
身体状况等因素影响，退休年
龄的确难以实现“一刀切”。

在此意义上，延迟退休
坚持好“自愿、弹性”原则，弱
化强制性，更多尊重个人的

自主选择权，是对社会期待
和现实规律的积极顺应。

延迟退休是一个养老议
题，同时也是民生事项。《决定》
提出，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据此，以“自
愿、弹性”为原则，科学、妥善设
计好延迟退休政策，也应体现

“量力而行”——既“量力而行”
地服务好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
性发展，也充分尊重个体的“量
力而行”。 新京

延迟退休应避免“一刀切”

桑榆热评

医保标准迈向
全国“一盘棋”
本报北京讯 7 月 18

日，全国医疗保障标准化工
作组成立，促进全国医保系
统共建共享。全国统一的医
保标准将建立。

工作组副主任委员严娟
介绍，工作组主要负责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领
域国家标准执行工作。未来
3 年，全国医保标准化工作
组将建立国家医保局主导、
相关部门认同、各地协同推
进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形成
与医保改革发展相适应的标
准化体系，逐步形成全国医
保标准清单；建立围绕优化
服务和智能监管，建立健全
科学管理、层次明晰、标准明
确的医保管理体系。（辛华）

链接

刘振国任
中国老龄协会会长

本报讯 昨日新华社发
布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任命刘振国为中国
老龄协会会长。

资料显示，刘振国，1970
年 11 月生，河北省宁晋县
人。1992 年 7 月，从中国人
民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民政部
工作，先后任民政部人事教
育司人事处副处长、民政部
民间组织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
长，江西省吉安市委常委、
副市长（挂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民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援疆），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
局）局长。

自成立至今，中国老龄
协 会 已 有 40 多 年 历 史 。
2005年，经中央编委批准，全
国老龄办与中国老龄协会实
行合署办公，在国内以全国
老龄办名义开展工作，在国
际上主要以中国老龄协会名
义开展老龄事务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2023年，国务院机
构改革，将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
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
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
具体工作等职责划入民政
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改设在民政部。中国老
龄协会改由民政部代管。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