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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13日从
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
联 合 印 发《关 于 金 融 支
持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
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养
老 金 融 发 展 的“ 规 划
图”。意见提出，到 2028
年 ，我 国 养 老 金 融 体 系
基 本 建 立 。 到 2035 年 ，
基本实现中国特色金融
和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良性循环。

为加快建立完善养
老 金 融 体 系 ，全 力 做 好
养 老 金 融 大 文 章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金 融 监 管 总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部 、国 家 卫 生
健康委、中国证监会、国
家医保局等九部门近日
联 合 印 发《关 于 金 融 支

持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
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从支持不
同 人 群 养 老 金 融 需 求 、
拓 宽 银 发 经 济 融 资 渠
道、健全金融保障体系、
夯实金融服务基础、构建
长效机制等五方面提出
16 项重点举措。

意见指出，要聚焦不
同老龄群体提供多样化

养 老 金 融 服 务 ，支 持 备
老群体做好养老资金储
备 和 财 富 规 划 ，针 对 农
村养老需求加大金融资
源倾斜力度。完善金融
支持银发经济的服务体
系 和 管 理 机 制 ，扩 大 银
发经济经营主体和产业
集 群 发 展 的 信 贷 投 放 ，
加 大 直 接 融 资 支 持 力
度 ，拓 展 多 元 化 资 金 来

源渠道。
根据意见，我国将大

力发展养老保险一、二、
三支柱，进一步推进商业
保险年金产品创新，加强
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和投
资管理，提升金融服务适
老化水平，加强老年人金
融知识宣传教育和消费
权益保护，加大对涉老非
法金融活动的防范打击
力度。完善制度保障，加
强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
强 化 货 币 政 策 、保 险 监
管、融资配套、税收优惠
等方面政策支持，强化统
计监测和效果评估。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
加快建立养老金融工作
落实机制，全力做好养老
金融大文章，助力中国式
养 老 事 业 ，服 务 银 发 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出台意见

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事业 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电 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
确定，明年要适当提高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积
极发展银发经济，发展社
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扩大
普惠养老服务。

会议确定，明年要抓
好以下重点任务：大力提
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
全 方 位 扩 大 国 内 需 求 。
实 施 提 振 消 费 专 项 行

动 ，推 动 中 低 收 入 群 体
增 收 减 负 ，提 升 消 费 能
力 、意 愿 和 层 级 。 适 当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 ，提 高 城 乡 居 民 基 础
养 老 金 ，提 高 城 乡 居 民
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加
力 扩 围 实 施“ 两 新 ”政
策 ，创 新 多 元 化 消 费 场
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
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
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
发经济。加强自上而下组
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

重”项目。适度增加中央
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
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
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及早
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实施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
项行动。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实施
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
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
业支持计划，促进重点群

体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落实好产业、就业等
帮扶政策，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致贫，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推动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
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实施
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制定
促进生育政策。发展社区
支持的居家养老，扩大普
惠养老服务。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
强公共安全系统施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重点任务

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本报讯 铭记历史，传承智

慧。日前，老年生活报推出“抢
救记忆，为您撰写回忆录”服
务。编辑部将组织专业记者和
编辑，用心倾听每一位老人的独
特故事，并以文字形式永久记
录，让这份不可复制的历史财富
得以传承。

该服务包含四大核心环节：
一是深情倾听。项目团队

将带着敬意与耐心，与老人面对
面交流，像朋友一样倾听他们讲
述过往的风雨人生，细心捕捉，
全情记录。

二是专业创作。在充分尊
重老人个人意愿的基础上，项
目团队将运用专业的手法，将老
人的故事编织成一部感人至深的
回忆录。力求真实、生动，让回忆
录成为后代了解家族历史、汲取
人生智慧的宝贵资料。

三是个性化定制。无论是
书稿的装帧风格，还是插入的老
照片与纪念品，都将根据老人的
需求精心打造，确保每一本回忆
录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四是珍贵记忆传承。回忆
录将成为家族传承的纽带，让后
代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先辈的精
神力量与生活智慧。

此次服务由资深的编辑记
者团队担纲，确保回忆录的高
质量。同时，项目团队将根据
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时间安排，
灵活调整访谈与交付进度，确
保服务贴心、周到。此外，项目
团队郑重承诺，将全程保密，尊
重老人的隐私与意愿。具体费
用将根据采访时间、写作字数
等因素与老人商榷，确保服务
透明、合理，联系电话：（0532）
66610000。 （记者 王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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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推出“代写”回忆录服务

凡人“正史”
本报替您写

养老公寓员工和老人在做手工养老公寓员工和老人在做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