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2 日，2020 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乐东
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举行。这是庆祝活动中的美食展。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2020年 9月 23日 星期三

编辑：吴英模 校对：符莉萍 中国新闻 5

秋分节气，谷穗弯弯。22
日，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
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启动。今
年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迎小
康”为主题，引导带动城乡共庆
丰收、共享喜悦，主会场设在运
城市的黄河农耕文明博览园。

今年的丰收节主场活动，由
农业农村部和山西省委、省政府
共同主办，运城市委、市政府具
体承办，从9月 21日起持续至9
月26日。

整个主场活动以庆祝丰收、
弘扬文化、振兴乡村为基调，共
有群众联欢、“全国十佳农民”
颁发证书仪式、乡村绿色发展研
讨会、农产品展示展销、丰收歌
会等7项活动。

在黑龙江省富锦市“万亩水
稻公园”，金黄色的水稻一望无
际，稻穗颗粒饱满，一派丰收景
象。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

龙江省庆祝活动主会场的舞台
就搭建在此。农民朋友穿着节
日服装扭起秧歌、打起鼓，分享
丰收的喜悦。

水稻田里，10 多台联合收
割 机 一 字 排 开 ，随 着 一 声 令
下，黑龙江农民丰收节开镰仪
式正式开始。一台台收割机在
田地里穿梭，将沉甸甸的稻穗
揽入“怀中”，切割、脱粒一气
呵成。

丰收不仅满了粮仓更鼓了
腰包。在黑龙江省庆祝活动主
会场，庆安县东禾水稻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社的社员，上台领
取分红款。“撸起袖子加油干，
明年再挣上百万。”刚刚分得
100 多万元的社员邹吉忠笑逐
颜开，高兴地在台上唱了起来。

22日，近300位村民在广西
南宁市武鸣区忠党村齐跳丰收
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现

场还举办了剥柚子、运柚子、捉
鸭子比赛等趣味游戏。此前，广
西在全州县举办了庆祝中国农
民丰收节启动仪式，在现场举行
了收稻入仓、稻田摸鱼、冬菜种
植等农味十足的活动。

在素有“桂北粮仓”之称的
广西全州县，11.8万亩中稻已经
成熟，当地农民正在有条不紊地
收稻入仓。当地一家水稻种植
企业的负责人张宇宪说，今年他
们种植了 4000 多亩紫金稻，这
种水稻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微
量元素，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
迎，“由于供不应求，购买之前
常常需要预约。”

22 日上午，2020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湖南主题活动在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
县菖蒲塘村开幕。本次活动以

“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
村”为宗旨，活动分为序曲、播

种、耕耘、丰收四个篇章，充满
了浓郁的泥土气息，充分发挥了
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让农民
真正成为节日的主角。

“通过丰收节活动，可以把
我们村里的、县里的猕猴桃特色
产业推广出去。”菖蒲塘村村民
田香群说，活动现场，有很多带
货网红、外地客商和村里农户进
行了联系，市场预期很好，农民
迎来大丰收，钱袋子会越来越
鼓。

秋分时节，在位于成都市新
津区的天府农博园，大片的水稻
田在路边鲜花的映衬下，呈现一
幅色彩斑斓的田园景象。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分会场
在这里启幕。

欢快的歌舞表演、生动的情
景小品、地方特色的器乐联奏
……启动仪式围绕“金秋硕果喜
庆丰收”“众志成城抗疫保供”

“产业助推脱贫奔小康”三个主
题展开，四川各地各族群众通过
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热情洋溢
地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22 日下午，庆祝中国农民
丰收节暨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
农牧民文艺汇演活动在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天赋河套总
部基地举行，来自内蒙古 12 个
盟市的表演团队呈现一场精彩
纷呈的农牧民欢庆丰收大联欢，
同时举办手搓玉米、丰收抢粮、
运余粮等农事体验和扭秧歌等
系列配套活动，让广大农民、市
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参加演出的杭锦后旗陕坝
镇春光村文艺队领队王爱萍说：

“我们文艺队是一支地地道道的
农民舞蹈队，自己编排、表演舞
蹈《丰收歌》，向观众展示我们
丰收的喜悦。”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为丰收喝彩 为小康奋斗
——各地举行多种活动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华社记者

9 月 22 日 ，农 民 驾
驶 农 机 在 吉 林 省 白 城
市镇赉县收割水稻（无
人机照片）。

当日是中国农民丰
收 节 。 全 国 各 地 举 行
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喜看丰收硕果，展望幸
福生活。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多彩活动
欢庆丰收

◀上接1版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

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
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
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
化是重要力量源泉。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
出位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
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追求。要站位全局、着眼长远，聚焦面临的老难题
和新挑战，拿出实招硬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
保障人民健康，加快建立完善制度体系，保障公共卫生
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
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
调发展。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
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
机制，加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力度。要聚焦影响人
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创
新社会动员机制，健全健康教育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
控制重大疾病，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
心。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加快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广大人民群众就近享有公
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
服务。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认真总结疫情防控中
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和模式，用制度形式予以固化。要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完善我国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工作机制，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抗疫
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
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重要手段。“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紧紧
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
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
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
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要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要加快推进体
育改革创新步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
动力。要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
和国家队管理体制。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
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决做到兴
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要高质量筹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

丁薛祥、孙春兰、陈希、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
谈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领域专家和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学位论文作假将作为信用记录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

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
严格规范培养档案管理，探索建立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校际馆际共享机制，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
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
确要加强外部质量监督，严格规范管理。统筹运用学位
授权点合格评估、质量专项检查、学位论文抽检等手段，
强化对培养制度及其执行的评价诊断。严格规范培养
档案管理，探索建立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校际馆际共享
机制，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建立优秀学位论文示范制度，鼓
励培养单位和学术组织开展优秀学位论文评选。扩大
学位论文抽检比例，提升抽检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对
无法保证质量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撤销学位授权。
对问题严重的培养单位，视情况限制申请新增学位授
权。（宗和）

研究生教育改革剑指学位“注水”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胡浩）教育部22日发

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
抓住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论文
评阅和答辩、学位评定等关键环节，杜绝学位“注水”。

“严把入口关、严把过程关、严把出口关，合理制定
与学位授予相关的科研成果要求，加大分流力度，加强
学风建设，敢于让不合格的学生毕不了业，倒逼学生潜
心治学。”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坚决确保学位授予
的“含金量”。

意见提出，严格规范培养档案管理，探索建立学术
论文、学位论文校际馆际共享机制，将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扩大学
位论文抽检比例，提升抽检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对无
法保证质量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撤销学位授权。对
问题严重的培养单位，视情况限制申请新增学位授权。

洪大用表示，将从教、学、评、管四方面杜绝学位“注
水”：导师要以身作则，秉持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将更
多时间用在育人上，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教育部将
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依法依规建立师德失
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学生要有学业的投入，要严格
执行学业过程规定，认真落实学习的各环节；在毕业审
核、论文答辩各环节，相关评审专家要真正硬起来，切实
负起责任；要加强管理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加强学位论
文抽检，加强对各个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检查，
同时健全处理学位“注水”、学术不端行为的机制，推动
分类评价，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学科和不同层级的学位，
制定更加科学的评价标准。

超过4000万！这是目前我国
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数量，这一数字
还在增长。老人难以独自生活、家
人奔波照料、经济负担加重……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
面临的难题。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
2016 年开展试点以来，有效提高
了失能老人生活质量，减轻了家庭
负担。日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又
新增14个试点城市（区）。如何推
动长期护理保险健康发展，更好解
决失能老人护理保障问题？记者
就此进行了调查。

“25.4%的老年人需
要全方位照料”

“母亲年纪大了，去年还摔伤
了腿，大部分时间都要卧床。基本
都是我在照顾，可我也快70岁了，
越来越吃力。”提起这些年照顾母
亲的日子，北京市民刘阿姨充满感
慨。

“小”老人照顾“老”老人，是当
下很多“失能家庭”的真实写照。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社科
院日前联合发布的《2018-2019中
国长期护理调研报告》，在对部分
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的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 30 岁至 59 岁

成年人调查后发现，65 岁是老年
人面临失能风险的重要转折点。

报告显示，有 4.8%的老年人
处于日常活动能力重度失能、7%
处于中度失能状态，总失能率为
11.8%。也就是说，超过十分之一
的老年人在穿衣、吃饭、洗澡、如厕
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无法完全自
理。基本自理能力的衰退也伴随
着独立生活能力的退化，25.4%的
老年人需要全方位照料。

谁在照顾他们呢？子女、配
偶、保姆是提供服务的主力军，第
三方机构服务占比不高。

记者采访了解到，很多家庭有
这样的感受，家里一旦出现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人，人手立刻变得紧
缺、经济压力增大、工作受到影响，
虽然尽全力照顾，但由于不专业，
老人生活质量不高。

“由于护理保障不足，不少老
人在需要护理时选择长期住院，导
致医疗资源浪费，也加重家庭负
担。”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说，有了长期护理保险，就可以
让参保老人得到实惠，医疗资源得
到合理利用，专业护理机构得到发
展，实现多赢效果。

“家庭负担减轻了，
老人生活质量提高了”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康颐养
护理院的房间里，有 24小时紧急
呼叫系统。老人手腕上的智能手
表不仅可以测心率，还能定位求
救，一旦有突发情况，就能立即联
系到护理人员。

78 岁的韩阿姨居住于此，她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子女不能经常
在身边照料。

“把老人交给他们，我们放
心。”韩阿姨的女儿说，我母亲的
情况符合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申
报条件，有了保险后，用药、治疗
及部分生活照护费可以报销，每
个月能减免约 3000 元，退休工资
就够支付费用了。有了专业人员
护理，老人的生活质量也提高
了。

韩阿姨享受的是当地提供的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自 2016 年
起，我国在青岛、上海、宁波等地开
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探索建
立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
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
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
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经办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
业务时，除了提供经济补偿，我们
还强化健康管理服务。”中国人保
健康社会保险部政策研究处副处
长易春黎说，防优于治，变被动护

理为主动预防，能延缓参保人失能
进程，降低护理需求发生概率，提
高生活质量。

长期护理保险不仅缓解了失
能人员的护理保障问题，也节省了
医保基金。

经办上饶市长期护理保险的
中国太保寿险，分析上饶市764例
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满一年的
人员发现，年人均住院次数下降
36.8%，医保基金支出下降40%。

让长期护理保险惠
及更多老年人

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 6月底，15个试点城市
和 2个重点联系省的长期护理保
险参保人数达 8854 万人，享受待
遇人数 42.6 万，年人均基金支付
9200多元。

今年9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
局、财政部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新
增北京市石景山区、天津市、晋城
市、呼和浩特市等 14个试点城市
（区）。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长期护理
保险要让更多人受益需要解决好

“资金从哪里来”和“谁来提供服
务”的问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王宗凡认为，在医保
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
下，现行试点城市大多仍依赖基
本医疗保险来筹资，没有实现互
助共济、责任共担，筹资的独立性
和稳定性欠缺。应完善多元筹资
机制，均衡各方责任，为长期护理
保险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失能鉴定标准和护理服务标
准决定了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的人
数和服务质量。从目前试点城市
情况来看，各地存在差异，标准不
统一。

易春黎说，建立统一的失能鉴
定标准和护理服务标准，能够在全
国层面了解失能人员整体现状，便
于建立精算模型，分析预测未来失
能风险，科学评判每个人的服务需
求，也有利于护理机构良性竞争，
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当前，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工作
多由保险公司承担，但经办水平参
差不齐。

一位保险公司人士坦言，从
长远看，长期护理保险应坚持专
业化经办管理方向，有关部门应
严格审核保险公司资质条件，确
保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稳定可持续
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失能老人，谁来照顾？
——长期护理保险发展透视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邵琨

9 月 22 日，五河县沱湖乡的渔民展示刚刚
捕捞的螃蟹。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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