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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新国 际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残奥会上，一些体育场馆为视障观众
配备了一款新型头戴式目镜。观众戴上目镜后，可配合一个
小手柄来拉近画面并调节亮度。当现场大屏幕播放精彩比
赛镜头时，图像会自动投射到目镜上，帮助视障人士观看比
赛。“以前看比赛时，周围观众的欢呼声常让我感到茫然。现
在借助这个目镜，我也能欣赏到这些精彩时刻了。”比赛现
场，视障观众西塞跟记者分享了使用感受。

在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运动员和观众体验到了多
项专为残障人士设计的创新技术。在奥运村，由瑞士公司研
发的电动轮椅可让残障人士通过身体前后摆动实现自由移
动；法国公司设计的手动轮椅配备了新型制动系统，用户轻
触轮胎外侧橡胶圈层即可实现高效刹车。在机场、车站和旅
游局等公共场所，残障人士还可领取交通信号灯遥控器，借
助巴黎交通信号灯上安装的声音信标及时获取过马路的语
音提示。

“我们以奥运会为契机，推动了城市改造，加快了巴黎无
障碍城市建设。无障碍理念已经成为巴黎城市建设的核心
部分之一。”巴黎副市长阿拉吉表示。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
巴黎预计接待残疾游客35万人次。为提升城市建设的无障
碍水平，巴黎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为人行道信号
灯增加遥控声音提示功能、为公交车配备轮椅坡道或采用低
地板设计、翻新部分体育场馆等。

巴黎市政府还积极鼓励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的创新项
目。位于巴黎二区的“团结工厂”是一个致力于帮助社会弱
势群体的活动中心。残奥会期间，“团结工厂”组织了相关初
创公司展示助残创新服务。在这里，记者看到专为残障人士
设计的健身营养软件、为听障人士提供显示剧院字幕的智能
眼镜等。

“街道导航”是一款专为残障人士设计的地图软件，于今
年5月上线。用户在输入目的地后，该软件会提示路线中可
能遇到的障碍，并提供替代路线。对于视障用户，该软件还
配备了左右两个手环，为用户提供转向时的震动提醒。该软
件的创始人查理·加勒告诉记者：“在软件的开发与完善过程
中，我们会向巴黎市政府反馈这些障碍的存在，希望能及时
推动改进。”

一家初创公司开发的智能家居系统，让用户可以通过语
音、触摸屏甚至目光与软件交互从而控制室内环境。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获得
了来自政府的补贴和贷款支持，用户在购买该公司的服务时也可通过政府的伤
残补偿金获得原价75%的补贴。该公司负责人托马斯·格罗尔表示，公共政策和
资金支持很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弱势群体服务体验，还能减轻家人和看护人
员的负担，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

2022年，巴黎市政府推出了一项为期5年的无障碍建设战略，其核心之一便
是创新，旨在通过研讨会、创新大奖赛和企业孵化器等形式支持残障相关初创企
业的发展，为巴黎无障碍城市建设提供更多解决方案。法国媒体报道说，在科技
不断发展进步的时代，初创公司在提升城市无障碍水平、增强社会对残障人士包
容性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帮助残障人士解决实际问题，还有助于推动社会
观念的转变，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包容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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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9月8日电（记者胡林果 王思
北）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
题的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8日在
广州举行。9日至15日，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
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十部门联合举办。

网安周期间，将举行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
坛，校园日、电信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网络安
全人才招聘专场活动、网络安全创新创业投资
专场活动、中国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羊城杯”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安全大赛决赛、网
络安全进基层等活动。

据悉，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自2014年以来
连续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广
网络安全技能，有力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
和防护技能。

2024 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启幕

图为人们在网络安全博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庆祝第
40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彰活动 8 日在京举
行。全国585个单位、1790人受到表
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和第 40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为大力
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全社会尊师重
教浓厚氛围，激励全国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
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教育部决定授予中央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等585个单位“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刁荣春等
716名同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授
予于渊等 895 名同志“全国优秀教
师”称号；授予王彦平等 80 名同志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授
予王军等 99 名同志“全国优秀教育
工作者”称号。

教师节设立以来，广大教师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扎根三
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始终同党和
人民站在一起，以赤诚之心、奉献之
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教师
队伍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典
型，用实际行动支撑起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凝练铸就了教
育家精神的时代底色与崇高品质，
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与依靠的大国
良师。

与会同志表示，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要充分思考和认识教育所处
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复杂内外环
境、所肩负的崭新使命，切实增强服
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政治自觉和历史
主动，努力培育一流人才、创造一流
成果、作出一流贡献，做到有所作为、
大有作为，奋力书写好教育强国建设
的“强师”答卷。

庆祝第40个教师节

全国585个单位、1790人受表彰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尊老爱老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截至去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达2.97亿，占总人口的21.1%，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近年
来，我国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加快
建设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养老”
变“享老”的温暖图景正在成为现实。

更安心：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承诺
必达”

“一有啥事，打个电话就有人上
门，平时也总来关心我生活上有什么
短缺的，就跟家里人一样。”家住江苏
南通崇川区的特殊困难老人李大爷独
居在家，还患有基础疾病，腿脚也不
便，街道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探访，让他
感觉晚年生活并不孤单。

这是江苏开展特殊困难老人探访
关爱服务的温暖缩影。空巢、独居、留
守、失能等特殊困难老人在日常生活
中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尤其是居家安
全风险不容忽视。为此，江苏将特殊
困难老人探访关爱服务列入省级基本
养老服务目录清单，加大兜底力度。

今年上半年，江苏23.6万名特殊
困难老人被纳入定期探访关爱机制。
同时，江苏还采取政府购买养老服务
等方式，为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助医助洁、紧急
救援等服务，与探访关爱服务相结合，

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
养老服务做好“兜底”，老人生活

才能“有底”。2023年5月，我国建立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将物质
帮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三大类
16 项服务内容纳入其中。各省份结
合实际情况出台清单，且标准不低于
国家级清单。现阶段养老服务“重点
要保什么”“保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也为各地“承诺必达”打下制度基础。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只是第
一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探索建立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动态调整
的长效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和老年人实际需求，调整服务内容和
服务标准，不断织密基本养老服务保
障网。

更舒心：服务资源进一步向老人
周边、身边、床边聚集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
市靖和街道大唐社区，87岁的张玲一
大早就来到社区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按摩。隔壁活动室里，她89岁的老伴
于成海正在进行“象棋大战”，不时发
出爽朗的笑声。

“现在，社区里办了食堂，老年人
吃饭既方便又有优惠，社区还定期组
织上门体检。我们的需求社区都想到
了。”这样的晚年生活，张玲觉得很满

足。
调查显示，我国九成以上的老人

倾向于居家养老。
2023 年，吉林省投入 1 亿元支持

建设102个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和 100 个社区老年食堂，不断提高服
务覆盖面。

“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支持开
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建设家庭
养老床位30.36万张，提供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53.58万人次。

既要有服务，更要服务到位。
2023年10月，我国发布针对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的首个国家标准，为居家养
老上门服务内容、服务组织条件及相
关流程要求等提供基本指引。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年，各地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下一步，将抓好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网络这一首要的基础性工作，构建
城市地区“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圈，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养老
服务资源进一步向老人周边、身边、床
边聚集。

更顺心：适老化改造护航老人更
好参与社会生活

带着小孙子下楼遛弯、买菜，不用
担心爬楼梯夏天一身汗、回南天梯滑

易摔倒，是家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龙城街道碧湖玫瑰园小区8楼的77岁
老人李秀荣曾经的盼望，如今已成了
日常。“以前爬一层楼就要歇一下，腰
和膝盖疼得厉害，家里尽量凑合，能不
下楼就不下楼。”

在深圳龙城街道，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395台，惠及3万多居民，曾经的

“悬空老人”再也不用“上下为难”。
打造无障碍环境，是老年人能够

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
活的“必需品”。

2023 年 9 月 1 日，我国首部无障
碍环境建设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明确将
老年人作为重点保障对象，对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药品说明书“字小如蝇”
等老人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进行了明
确规定。

如今，657 种药品纳入第一批药
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名
单，“大字版”“有声版”说明书逐步落
地；2000多家网站和手机APP完成升
级改造，护航银发族乐享“数智生活”；
一些地方还专门发布适宜老年人的无
障碍旅游路线，为老人晚年生活增辉
……

从老有所依到老有所享、老有所
乐，亿万老年人生活更幸福，中国式现
代化的底色更温暖。

让“养老”变“享老”
——我国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守护幸福“夕阳红”

新华社上海9月8日电 （记者董
雪 温竞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8日在2024浦江创新论坛上发布

《中 国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评 价 报 告
2024》。报告显示，我国区域科技创新
水平进一步提升，多层次、各具特色的
区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有力支撑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

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
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

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 5 个方
面，选取12个二级指标和44个三级指
标，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包括港澳台）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
行评价，并对各地区科技创新发展态
势进行分析研究。

报告显示，2024 年，我国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 78.43 分，比
2023年提高1.30分，科技活动投入和
产出指数显著提高，科技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和

浙江6省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领先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等创新高地引领作
用持续提升，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成效
进一步显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计分析研究所所
长玄兆辉说。

玄兆辉介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创新发展引领优势进一步强

化。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
施10周年，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创新驱
动持续发力。北京企业对津冀两地企
业投资4.9万次，投资总额2.3万亿元。

与此同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建设继续提速，长三角的发明专利
拥有量、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业
营业收入等 13 项指标占全国比重均
超过30%。广东以珠三角为主阵地，
科技活动投入指数和科技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指数保持在全国首位。

2024 浦江创新论坛由科技部和
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会期为9月7日
至10日，论坛主题为“共享创新 共塑
未来：构建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记者潘
洁）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新中国75年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报告显示，75 年来，从积贫积弱到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实力、综
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
越。1979年至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
经济3%的增速水平。

新中国是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1952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到1978年增
加至 3679 亿元，1986 年突破 1 万亿
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突
破 20 万亿元，此后以每 1 至 2 年便突
破一个十万亿元关口的速度发展，
2020 年突破100万亿元大关，2023 年
超过 126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人均GDP方面，2019年，我国人

均GDP达到70078元，按年平均汇率
折算为 10158 美元，首次突破 1 万美
元；2023 年达 89358 元，比 1952 年实
际增长89倍，年均增长6.5%。根据世
界银行数据和划分标准，2023年我国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 13400 美
元，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的低收入国
家跃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国际影响力方面，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很小，
至 1978 年也仅为 1.7%，居世界第 10
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和稳定力量。2023 年我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的比重升至 17%左右，1979
年至 2023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
贡献率为 24.8%，居世界首位。我国
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
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以及
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75年来我国经济实力
实 现 历 史 性 跨 越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 9 月 6 日电
（记者张改萍）“观彼之光”首届中
国—罗马尼亚当代摄影展5日在罗马
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
开幕，中罗两国各界近 100 名嘉宾出
席开幕式。

此次摄影展由布加勒斯特中国
文化中心主办，展出10位中国摄影家
与10位罗马尼亚摄影家的75幅摄影
作品。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
华亚芳在致辞中表示，中罗两国摄影
家在文化背景、生活经历、创作方法和
关注题材上各具特色，这种差异为观
众提供透过艺术探索文化、促进交流
的独特视角，搭建了文明互鉴的桥梁。

罗马尼亚视觉艺术家联盟主席

彼得鲁·卢卡奇认为，本次展览是罗
马尼亚与中国文化的一次生动对话，
对两国艺术界加强交流大有裨益。

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徐宁波说，此次展览旨在拉近中罗两
国艺术家间的距离，增进两国人民的
相互理解与友谊，希望展览能够传递
出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与融合的美
好愿景。

参展艺术家、布加勒斯特国立戏
剧与电影艺术大学教授拉杜·伊加萨
格表示，此次展览为两国摄影家沟通
搭建了桥梁，他将把此次展览的画册
放进学校图书馆，供学生学习参考。

本次展览将在布加勒斯特中国
文化中心持续展出一个月，随后将在
罗马尼亚其他城市巡展。

首届中国—罗马尼亚当代
摄影展在布加勒斯特开幕

9月7日，在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TCL展区，工作人员展示一款智能眼
镜。

2024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6日拉开帷幕。今年是展会创办100周年，人
工智能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上表现抢眼。本届展会有不少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参观
者驻足观看体验。

新华社记者 杜哲宇 摄

中国企业亮相2024年柏林
国 际 消 费 电 子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