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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肾脏日。其实，即使不
幸患上肾脏疾病，也可以“与肾病
共存，过美好生活”。

当“肾”不由己
学会与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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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春”时节话香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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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骨折 不一定只看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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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无论是大脑出血还是大脑缺血，对精密的中枢神经系统来说都是
灾难性的。中风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和痛苦呢？

亲历者告诉您：中风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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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骨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骨科。实际上，当内分泌科医生对
病人进行骨密度筛查时，发现骨质疏松病人往往有脆性骨折史。

吃春菜是民间迎春的一种习俗，被称为“咬春”“嚼春”。现在正值阳春三
月好时节，各类春菜已经纷纷上市，其中香椿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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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姚常房 记者赵
星月）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郭卫
民表示，今年全国政协将“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列入重
点协商计划，将组织政协委员深入研究
探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委员们希
望全社会都行动起来，积极为老年人提

供便利；同时希望年轻人多与老年人沟
通交流，帮助老年人进入智能圈，融入
现代生活。

郭卫民指出，老龄化和老年人使用
智能设备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
个现实问题。近年来，许多政协委员围
绕相关议题提出提案，全国政协就人口
老龄化问题多次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双

周协商座谈会，邀请委员和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面对面协商、交流、讨论。不少委
员认为，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给人们生
活带来便利，但也给部分老年人带来了
烦恼和难题。

郭卫民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
发相关文件，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
的出行、就医等7类常见事项，提出具

体举措，努力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问题。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遭
遇的难题正在逐步得到缓解。部分公
共场所已不再将健康码作为通行的唯
一凭证，老年人通过登记身份证这样
的方式也可以进入；一些医院设立了
老年人挂号收费专窗，以方便老年人
就医等。

全社会行动起来 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3 月 5 日 是 学 雷 锋
纪念日。当日，安徽省亳
州市梆剧团组织多个学雷
锋小分队，深入光荣院、敬
老院，开展“学雷锋，送文
艺”免费演出活动，以实际
行动弘扬“雷锋精神”，受
到老人们的欢迎。

人民图片 张延林摄

精彩文艺
送到光荣院

智慧助老

本报讯 记者尤颖康从中国政府网
获悉，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
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涉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多项内
容，并提出“十四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
再提高1岁。

对于“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
善人口服务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
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健全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
高到95%，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

对于2021年重点工作，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全科医生和乡村医
生队伍建设，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加
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强化食品药品疫
苗监管，优化预约诊疗等便民措施，努力
让大病、急难病患者尽早得到治疗；建立
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逐步将门诊费
用纳入统筹基金报销，完善短缺药品保
供稳价机制，采取把更多慢性病、常见病
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集中带量采购

等办法，进一步明显降低患者医药负担；
促进医养康养相结合，稳步推进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发展社区养老、托幼、
用餐、保洁等多样化服务，加强配套设施
建设，实施更优惠政策，让社区生活更加
便利，完善传统服务保障措施，为老年人
等群体提供更周全更贴心的服务；推进智
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
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十四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