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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很有特色，功能区也很
多，益智游戏挺有趣的，我爸爸
住得蛮开心的。”在奉化区岳林康
养 院 新 建 的 认 知 障 碍 照 护 专 区
内，翁爷爷的女儿翁女士为专区
设施连连点赞。今年，奉化区四
家养老机构建成认知障碍照护专
区 ， 新 增 认 知 障 碍 照 护 床 位 80
个。为满足认知障碍症老人的个
性化需求，每个认知障碍照护专
区 设 有 照 护 单 元 ， 推 出 回 忆 疗
法、五感疗法、运动疗法等多样
化治疗手段，提升老人们的认知
能力。

“十三五”期间，奉化区始终
坚持大众化、普适化工作导向，
制 定 养 老 服 务 机 构 收 费 管 理 规

定，充分激活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的兜底保障功能，机构床位数量
从 2015 年的 3710 个，增长到 2021
年底的 5059 个。奉化区出台推动
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
大力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等级提标
工程，严格落实“有设施、有器
材、有队伍、有标准、有数据”
的“五有”标准，已建成省级康
养联合体 4 家，高级和技师级护
理员占从业人员比例超三成；加
快构建布局科学、配置均衡、服
务 完 善 的 养 老 服 务 兜 底 保 障 网
络，不断提升社会对养老服务的
满意度，持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沈桑桑 文/摄）

多元化服务让老人“养无忧”

志愿活动

奉化区现有户籍人口 47.8万人，其中 60周岁以上 14.1万人 （80周岁以上 1.7万人），老年人口占比为 29.5%，老龄化、

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这“四化”问题逐渐显现。为此，奉化区民政局以建设全域幸福颐养服务区为契机，着力构建以

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数字化为手段、专业化服务为支撑、志愿互助服务为补充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浙

里康养”的“奉”字招牌。

生活照料舒心 优质服务放心

奉化区奋力构建全域幸福颐养格局

“老张，走啊，听说服务中心
那边正在搞中秋活动，我们一起去
热闹热闹！”9 月 9 日上午，奉化区
莼湖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情暖
夕阳 相聚中秋”活动现场一片欢
声笑语，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为弘扬和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欢庆传统佳节，奉
化区多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举办
中秋主题活动，工作人员精心策划
并开展形式多样的节目，与老人们
共度佳节。

近年来，奉化区先后出台了
《关于全面推进奉化区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奉化区居家
养老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 （试
行）》《宁波市奉化区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等政策
文件，将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和主体，通
过打造 5A 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创建 3A 级居家养老服务站，从日
间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
方面延伸服务触角，推动居家养
老和社区养老互嵌互融。目前，
全区已建成各类居家养老服务机
构 334 家，其中示范型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12 个，5A 级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2 个，AA 级以上机构占
比 达 73% 。 实 现 镇 （街）、 村

（社）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较好满足了老年人多元化的服务
需求，让“城市 10 分钟、农村 20
分钟”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

“1020”养老服务圈让老人“乐无忧”

“余阿婆，我来啦，您说要理
发，工具我都带来了，我们先理
发，结束了，我再帮您把家里整
理一下。”近日，捷达物业公司的
专业护理员俞静波如约来到西坞
街道河头村余婆婆家中开展上门
服务。“我每月养老金收入不多，住
养老院有点承担不起，政府每个
月提供的 3 小时居家养老服务帮
我减轻了不少负担。”余婆婆说。

居家养老服务的品质提升离
不 开 硬 件 设 施 建 设 ， 更 离 不 开

“软件”的完善。自 2019 年 11 月
起，奉化区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4 家养

老 服 务 公 司 ， 安 排 专 业 护 理 人
员，为符合条件的高龄及特殊困
难老年人中失能失智老人每月提
供不少于 3 小时的上门服务，包
括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精神慰
藉等三大类 32 个项目。上门服务
开展以来，奉化区累计投入资金
2035 万元，已覆盖全区 1.4 万余
名老年人，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专业养老服务。同时，为了
不断提高居家上门服务质效，该
区建立服务公司自查、第三方机
构 抽 查 、 区 民 政 局 督 查 的 “ 三
查”机制，确保服务内容、服务
时长“足斤足两”。

“3小时”上门服务让老人“护无忧”

“以我的胃口，这些菜吃吃足
够了。”岳林街道斯张村 88 岁的
斯 爷 爷 对 老 年 食 堂 提 供 的 菜 品
十分满意。8 月 27 日，岳林街道
斯 张 村 老 年 食 堂 正 式 运 营 ， 当
天中午的“开业第一餐”，吸引
了 40 名 老 年 人 前 来 就 餐 ， 他 们
只 需 支 付 5 元 ， 就 能 吃 上 15 元
标准的饭菜，“一荤两素”配菜
加 多 种 主 食 ， 还 包 括 餐 后 水
果 。 同 时 ， 村 里 还 安 排 志 愿 者
为 腿 脚 不 便 的 老 人 提 供 送 餐 服
务。

老 年 助 餐 是 百 姓 关 心 的 热
点 难 点 问 题 ， 如 何 保 障 独 居 、
孤 寡 等 特 殊 老 年 群 体 吃 上 新 鲜
饭 食 成 为 社 会 反 映 最 强 烈 、 最
突 出 的 民 生 问 题 之 一 。 奉 化 区
将 推 进 城 乡 老 年 人 助 餐 服 务 作

为 提 升 养 老 服 务 质 量 、 推 动 共
同 富 裕 的 关 键 举 措 ， 充 分 激 活
政 府 、 企 业 、 社 会 组 织 等 多 方
力 量 ， 在 全 市 率 先 出 台 《关 于
加 快 推 进 为 老 助 餐 服 务 高 质 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 （试行）》，完
善“五个一”（老人付一点、政
府 补 一 点 、 社 会 捐 一 点 、 菜 园
供 一 点 、 志 愿 者 助 一 点） 运 营
模式，成功构建“中心食堂+老
年 食 堂 + 助 餐 服 务 点 + 送 餐 入
户 ” 的 多 层 次 助 餐 服 务 体 系 ，
初 步 形 成 镇 街 “15 分 钟 为 老 助
餐一张图”。目前，该区已建成
实 体 化 为 老 助 餐 服 务 机 构 96
个，自 2021 年出台新政策以来，
已累计投入资金 1357 万元，4800
余名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价
廉物美的“暖心餐”。

老年“共享”食堂让老人“食无忧”

老 人 在
护理员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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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老 人 在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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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员上
门服务老人

新华社开罗11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6 日在埃及海
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开幕。过去一年，
世界尚未走出新冠疫情阴霾，又遭
遇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
机、全球通胀和极端天气频发等多
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本届联合国气
候大会将聚焦哪些议题？

切实行动减缓升温
2022年，全球接连发生高温、暴

雨、洪水、旱灾等自然灾害。欧洲遭遇
创纪录的高温和热浪以及随之引发的
干旱和森林火灾，巴基斯坦暴雨成灾
导致三分之一国土变成泽国，飓风让
美国成千上万户家庭损失惨重⋯⋯

世界气象组织应用气候服务主
管罗伯特·斯特凡斯基警告说，如果
全世界再不采取紧急行动，类似高
温、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未来
或成为常态。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凝
聚政府、企业和公众力量，将承诺落
实为行动，尽快减缓升温速度，实现
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
高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并努
力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是
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讨论的重点。

埃及气候与环境专家、阿拉伯环
境专家联合会秘书长马格迪·阿拉姆
说，全球气候变化一旦造成了实质性
破坏再采取行动就为时已晚，世界各
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可选
项”，而是一个“必选项”。本次气候大
会主办国埃及提出“共同实施”的口
号，呼吁各国将此前对气候变化所作

的承诺从口头落实到行动上。
资金问题既是全球气候治理的

关键，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采取相
应行动的最大障碍。阿拉姆说，全世
界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一个关键是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
基金”，现在对该基金的需求还在不
断增加。然而，自 2009 年哥本哈根
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发达国家一直
未能完全兑现每年提供 1000 亿美
元气候资金的承诺。在本届气候大
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再
次为此展开激烈博弈。

关注非洲气候安全
许多人将本届大会定义为“非

洲的气候大会”。非洲国家对全球变

暖的“贡献”远不及发达国家，而受
到的影响却远高于发达国家。埃及
环境部长亚丝明·福阿德说，非洲国
家排放量仅占全球的 4%。非洲至今
仍 是 全 球 贫 困 人 口 最 多 的 大 陆,
也是在气候变化面前最脆弱的大
陆。

联合国报告显示，如果全球气
温到 2100 年比现在上升 3 摄氏度，
农作物歉收与干旱所导致的经济代
价将比现在高 5 倍。由于干旱和荒
漠化导致农田流失，叠加其他因素，
不少非洲国家今年以来粮食供应紧
张甚至面临中断的风险。“埃及位于
地中海和红海之间，是受气候变化
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海岸被侵蚀、
干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埃及的粮食

安全，一些农作物无法结出果实。”
阿拉姆说。

埃及总统塞西在大会筹备期间
多次表示，埃及希望发挥东道主的
作用，在大会期间为非洲大陆的利
益发声，助力非洲在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上取得质的飞跃。

埃及外交部环境、气候与可持
续发展司司长穆罕默德·纳斯尔介
绍说，农业和粮食安全是国际社会
今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也是本
届大会高度重视的议题。本届大会
将举行有关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问
题的圆桌会议，提出关于农业、粮食
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倡议，并在多边
谈判中优先考虑农业方面的应对举
措。

加速推动绿色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危机升

级，美国、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
出口实施制裁，不少欧洲国家被迫
转而使用煤炭等传统能源，给全球
减排带来损害。“北溪”天然气管道
泄漏也增加了温室效应。

阿拉姆说，一系列事实证明，人
们应当加快寻找替代能源，走上绿
色发展道路。

虽然苦于资金和技术限制，许多
发展中国家对于绿色发展的渴望仍
非常强烈。埃及开罗大学教授瓦利
德·贾巴拉说，绿色发展并不是一个
替补选项，而是全世界限制碳排放、
保护环境的一条不可替代的道路。

本届气候大会上，推动绿色发
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切实做到节能
减排，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
绿色发展之路，将是一个重要话题。

多重挑战下

联合国气候大会有何看点

新华社新德里 11 月 6 日电
（记者胡晓明） 印度政府 5 日宣布
调整食糖出口政策，允许明年 5 月
31 日前按配额出口 600 万吨食糖。

印度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
分配部当天发布公告说，为了确保
国内价格稳定，政府已决定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期
间允许在合理限制范围内出口食
糖。根据公告，这 600 万吨是本榨
季 （2022 年 10 月 至 2023 年 9 月）
第一批出口配额，出口配额的进一

步分配将根据国内食糖产量确定。
公告表示，印度现已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食糖生产国和第二大出口
国。

受俄乌冲突升级影响，全球粮
食价格持续走高。为应对国内供应
紧缺和价格上涨，一些农产品大国
陆续出台出口限制措施。

印度政府 6 月 1 日宣布对本国
食糖实施出口总量限制，在 2021 至
2022 榨季（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将出口总量限制在 1000 万吨。

印度宣布调整食糖出口政策

10月4日，在巴西托坎廷斯州马利亚迪尼亚，工人采摘水果。
在巴西北部托坎廷斯州，有一个名为马利亚迪尼亚的小乡村，它是一个

由奴隶制时期出逃奴隶（基隆布人）定居而成的村落，现在的村民都是当年
“逃奴”们的后人。自去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赞助兴建的
水果加工厂在这里正式运营，马利亚迪尼亚村里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 （新华社发）

中企社会项目
为巴西“逃奴”村女性带来新生活

这是 11月 6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拍摄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27） 开幕现场。 （新华社发）

中国举行“绿色生活，共建共享”主题边会
据新华社埃及沙姆沙伊赫11

月 6日电（记者陈梦阳 姚兵 沈
丹琳）一场题为“绿色生活，共建共
享——倡导公众参与绿色行动”的
主题边会 6 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27）的中国角举行。中国气候
变化谈判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赵英民出席边会，中国气候
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为边会致辞。

解振华指出，中国积极落实《巴黎
协定》，进一步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量，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解振华表示，中国长期积极营造绿色
低碳氛围，激励全社会参与碳减排，
践行绿色低碳行为，探索建立多元社
会化参与机制；生态环境部连续多年

部署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
题实践活动，更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人人关
心、支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
氛围；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加强中小学、幼儿园生态文明
教育；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城市交流活
动、进社区、进高校系列活动，增强社
会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公众践行节能
低碳生活方式。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1月
6日电（记者谢昊） 坦桑尼亚官员
6 日表示，一架客机当天上午在坦
桑尼亚西北部卡盖拉省的维多利亚
湖坠毁，造成至少 3 人死亡。

卡盖拉省警方负责人姆瓦姆帕
加勒说，客机从达累斯萨拉姆飞往
卡盖拉省的布科巴机场，降落前受
恶劣天气影响坠入机场附近的维多

利亚湖。该省首席医疗官卡尼基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客机坠湖目前已
造成至少 3 人死亡。

卡盖拉省省长查拉米拉表示，
机上共有 43 人，包括 39 名乘客、2
名飞行员和 2 名乘务员。目前已有
26 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持续。

据了解，这架飞机属于坦桑尼
亚的私营航空公司精密航空。

坦桑尼亚一客机坠湖
至少3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