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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2.7%！上半年中国经济回稳向好
十大数据解码中国经济半年报

家庭养老床位是指依托养老机构
为老年人提供家庭专业照料、远程监
测等居家养老服务，既让老人能够享
受到专业化的服务，同时又满足了养
老不离家的愿望，相当于把养老机构
的床位设到家里，真正解决了“最后一
公里”的难题！江苏这项有温度的创
新举措，近期由民政部向全国推广。
14日，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座谈会暨《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服务
规范》征求意见座谈会在南京召开。
记者了解到，南京市民政部门正在根
据民政部要求，草拟制定《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和服务规范》。

如何把养老院的床位“搬”进家？

那么，在家里如何实现养老院的
照护呢？14日上午，记者跟随南京市
玄武区新街口街道悦心家庭养老服务
中心的护理员，来到大石桥社区尖角
营小区的郇玉兰老人家中。老人今年
65岁，五年前因患脑中风导致偏瘫，
处于半失能状态，前年老伴去世之后，
她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护理员为郇玉兰量了血压，做了
一些肢体的复健，并询问了老人最近
的用药情况。去年老人申请了家庭养
老床位，通过适老化智能改造、定制上
门服务，现在服务人员每天上门，不仅

能提供医疗照护，洗衣服、打扫卫生等
也有人帮忙做了。“她们会把菜买好带
过来，帮着打扫打扫，还有人会来帮我
洗澡，解决我的大难题了。”

记者了解到，郇玉兰购买的套餐
价格是每个月1080元。“家庭养老床
位的收费，政府补贴一点，机构让利一
点，老人少出一点。”悦心家庭养老服
务中心负责人高庆玲告诉记者，家庭
养老床位主要是为这些老人提供软
硬件服务。其中，硬件服务主要是对
老人住处进行适老化改造，比如安装
24小时监控摄像头、一键呼叫系统
以及体征检测设备等。软件服务包
括提供居家医疗照顾和生活照料。

“我们会根据老人的不同需求，制定
他们特定的服务套餐，比如老人需要
专业化的医疗护理，我们会提供专业
的医生和护士上门服务；需要生活照
料的，我们安排专人每日为老人打扫
卫生、买菜做饭、陪同看病、上门助浴
等，保障老人在家里能够享受到全方
位的服务。”

记者获悉，2016年11月，南京市
入选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在试点
工作中，南京市摸索推进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并于2017年 9月，联合财政
部门出台政策文件，正式全面启动建
设工作，目前已建成5701张。

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交由南
京草拟“国标”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支持家庭养老
床位建设，全国的家庭养老床位规范标
准也正在制定中。南京市民政部门正在
根据民政部要求，草拟制定《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和服务规范》。昨天，民政部在南
京就该规范举行了征求意见座谈会。

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陈芳介绍
说，从实践来看，家庭养老床位能够实
现多方共赢：老年人实现了“养老不离
家”，并能较好满足个性化养老服务需
求；对于养老服务机构，硬件等重资本
投入大大减少，一张家庭养老床位建
设的投入是机构养老床位的1/5；政
府方面，有效缓解老城区养老床位供
应相对不足的难题。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着重把握三
个原则。”陈芳表示，一是适用性原则，
因为本标准作为国家行业标准，不仅
参考南京的工作情况，还考虑到全国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二是易用性
原则，突出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方面统
一、规定性要求，不能太过具体，成为
操作指南；三是协调性原则，养老服务
行业已经推出大量标准，而家庭养老
床位又横跨机构、社区、居家三个领
域，所以，严格遵守现行有效标准，避
免重复和不一致情况。

江苏已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1.4万余张

据近期公布的“七普”数据，江苏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1850.53万人，老
龄化比例达到21.84%，位居全国第六。

“江苏是全国较早开展家庭养老
床位试点的地区之一。2016年南京市
就在部分养老机构开展家庭养老床位
试点。”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沙维伟说，
截至目前，南京、无锡、徐州、苏州、南
通、淮安、镇江、泰州等8个市开展了家
庭养老床位建设，占全省设区市比例的
65%，共建成并运营床位1.4万余张。

除了南京“嵌入式”家庭养老床位
的运作模式，江苏各地还在探索中结
合当地特点以及老人个性化需求，创
新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模式。

据了解，无锡市新吴区民政卫健
局充分发挥大部制优势，将家庭养老
床位纳入全区家庭病床统一管理，为
老年人提供包括上门巡诊、康复治疗、
卧床护理等医护服务，并衔接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苏州市聚焦老年人极易发生
疾病和意外的夜晚时段，为有需求的老
年人安排专业照护人员上门提供起居
照料、饮食照料、个人卫生、临床护理、
应急处置等服务，有效弥补了高龄、独
居老人夜间照护领域的服务空白。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于丹丹

新华社电 15日，“十四五”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期中考”成绩单揭晓：增长
12.7%！“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上半年国民
经济运行成绩单传递出回稳向好的信号。

GDP：持续复苏向好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比一季
度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两年
平均增长5.5%，环比高于一季度。

消费：“主引擎”拉动作用增强

虽然2020年消费增速为负增长，
但今年以来这一指标持续回暖向好。上
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
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长
4.4%。其中，一度受冲击严重的餐饮收
入21712亿元，同比增长48.6%，规模与
2019年上半年基本持平。

投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提速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255900亿元，同比增长12.6%。从
两年平均增速看，相比基础设施和房地
产开发投资上半年增速较前5个月放
缓，制造业投资增速在加快。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29.7%、12.0%，两年平均分别增
长17.1%、9.5%。

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同期最好水平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
同 期 最 好 水 平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180651亿元，同比增长27.1%，连续13
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与2019年同期
相比也增长了22.8%。数据显示，机电
产品出口、一般贸易进出口、民营企业
进出口比重持续提升。

就业：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大局。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3.5%。6月份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与5月份持
平，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31个

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5月
份持平。

收入：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带动工资性收
入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
12.6%，两年平均增长7.4%；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2.0%，两年平均增
长5.2%。值得一提的是，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值2.61，比上年同期缩小0.07。

物价：涨幅水平较低

与持续高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相比，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温和上涨0.5%。其中，6月份CPI同
比上涨1.1%，涨幅比5月份回落0.2个百
分点。

房地产：半年销售额首破9万亿

上半年楼市“火爆”：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72179亿元，同比增长15.0%，两
年平均增长8.2%。商品房销售额更是

达到92931亿元，同比增长38.9%，两年
平均增长14.7%。

信贷：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降

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12.76万亿元，同比多增6677亿元。小微
企业融资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态势。
6月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7万
亿元，同比增长31%；普惠小微贷款支
持了3830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同比增
长29.2%。小微企业新发贷款合同利率
5.18%，分别比上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
低0.3个和1.06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
合同利率4.13%，比上年同期低0.25个
百分点。

外资：中国引力持续加大

逆势上涨的外资彰显中国引力。
2021年1月至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6078.4亿元，同比增长28.7%。高技术
产业成为引资热点：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增长39.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4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9.2%。

江苏已建成 1.4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养老床位“搬”回家！“江苏经验”有望成为全国标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
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
见》15日发布。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
任务，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
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
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
精神、中国道路。

到2035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建，
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

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
到2050年，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

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
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范，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 新华社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15日发布重磅文件

浦东将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