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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是城市的挑战也是机遇
! ! ! !本报讯（记者 施捷 左妍）昨天下午，来
自全球 !""多个城市的市长相聚上海，就协
同推进健康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展开讨论，并
达成《健康城市上海共识》。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陈冯富珍在市长论坛上感谢各地对建设
健康城市所做的贡献，同时呼吁所有的市长，
都应积极参与健康城市建设，为健康做出积
极的政治决策，并承诺朝着共同的目标努
力———建设我们能力所及的最健康城市。

莫斯科副市长佩恰特尼科夫介绍，#"!"
年起，俄罗斯做出了一系列健康投资。比如莫
斯科在 #"!"年和 #"!!年投入 $"亿欧元，增
设更多健康服务中心。过去 $年，莫斯科成功
降低了总体死亡率，特别是孕产妇死亡率和
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则增加到 %%岁。
古巴卫生部部长奥赫达介绍，古巴健康

城市运动主要从流行病学角度，建立了健康
城市网络，在社区的广泛参与和跨部门的合
作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时还建立了
健康项目，共同推进促进健康的目标和行动。
在中国，一张涉及全民的健康网络也已建

成。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
国 #"$"”规划纲要》，开启了建设健康中国新
征程。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在论坛上
谈到，我国 $&个健康城市试点中，正积极推进
健康社区、健康机关、健康企业、健康家庭等健
康细胞的建设，以铸牢健康中国的微观基础。
事实上，上海在健康城市的建设中也积

累了不少经验。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应勇谈到，
#"!'年，上海市民的平均期望寿命提高到
&#(%'岁，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水平。#""$年以来，上海先后组织实施了

五轮建设健康城市的三年行动计划，实践中
始终坚持从市民的健康需求出发，坚持政府
引导、多方合作、市民参与的推进机制。上海
积极致力于提高全体市民的健康素养，致力
于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致力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努力
为市民营造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上海愿意与国内外城市加强交流合
作，在建设健康城市的进程中携手努力，为增
进人类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参与论坛的嘉宾认为，“健康”应成为城

市发展的优先考量因素，健康更应当融入所
有城市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当中。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城市管理者的直接
影响在改善城市健康要素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非常赞赏中国政府能够在今天由上
海、北京这些城市带头做出努力，我也敦促各
位市长，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应该学习这些先
进的榜样。”

全球百余市长达成“健康”共识

! ! ! !当前影响健康生活方式的种种因素中，
哪个危害最大？昨晚，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
大会“健康生活方式”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专
家学者均表示，吸烟是危害健康生活的首要因
素，排在其后的是不合理膳食和缺乏运动。

健康杀手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人们都有各

自的生活方式，在你们城市中，最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什么？”论坛主持人白岩松在现场抛
出这一问题。中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中
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孔灵芝、菲律宾巴朗牙
市长 )*+,-./ 0+*-.+、青少年无烟草运动负责
人 1+22 134*/ 几乎异口同声将答案指
向———吸烟。
孔灵芝表示，中国男性吸烟率一直在全球

排名比较靠前，尽管近年来有所降低，但是降
低的速度较慢。同时，经常性体育锻炼人口比
较少和不健康膳食这两方面，作为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可以并列排在吸烟之后。
胡大一认为，烟草在中国可能是第一位

的不健康生活方式。目前中国的心肌梗死和
心脏猝死呈现年轻化趋势，吸烟排在危险因
素第一位。
“吸烟是影响全球健康的大问题，各国都

在为改变这一问题努力。去年中国烟草销售
量十年来第一次下降，所做的控烟工作值得
世界肯定。”青少年无烟草运动负责人 1+22

134*/强调，“从来没有安全的香烟，所谓的
口味或者将它变得更加细，包括低焦油，可能
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欺诈。”

政府何为!

论坛现场，主持人白岩松打了一个有意
思的比喻：一个城市是否“健康”，要看路上的
“三辆车”———自行车，说明城市运动条件好；
残疾车，说明人性化设施完善；婴儿车，代表
城市道路安全、空气指标好。那么，在建设健
康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可以为民众提供什么？
国内外专家、城市管理者肯定了以政府为主
导、社会共同参与，将健康城市建设融入政府
公共政策的管理模式。孔灵芝认为，健康生活
方式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但作为城市管理者
也应该要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

日本横滨市副市长渡边巧教介绍了横滨
推广的“健步积分计划”，获得国内外专家肯
定。这项计划开始于 #"!5年，鼓励 !&岁以上
市民通过每天多走路来提升健康水平，今年已
经拓展到 !&岁以下市民。参与该计划的市民
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个计步器，根据步数获得积
分，可获得一些奖励。项目的评估显示，6"7的
人比以前走路多了，5"7的人觉得比以前更加
健康，且交到了更多朋友。“通过健康生活方式
的倡导，能够延长居民的健康寿命，健步积分
计划使居民能够和同一个社区的邻居交流，整
个社区变得越来越好。”本报记者 左妍

吸烟是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 ! ! !昨天中午，第九届全球健康
促进大会的开幕仪式举行完毕。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层上海厅
内，千余名中外代表站起身来，
跟随台上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学
做三分钟健康操，缓解久坐的不
适与疲劳。

转肩开肺、转颈明目、理气
排浊、叉手指节、敲击掌根……
健康操的动作简单，幅度不大，
易学易做，参会的中外代表们一
丝不苟地做着学着每个动作。还
有人举起手机，一边跟着点头耸
肩，一边将老师的动作全程录制
下来。短短三分钟后，代表们脸
上的紧张表情不见了，以充满活
力的姿态投入下一环节。
带领大家做健康操的，是上

海中医药大学的美女体育老师
梅婵钰，已任教 %年。梅婵钰接
到这个“领操”的任务，显得既紧
张又兴奋。她连夜编排了五节保
健操动作，以锻炼肩、颈、手部为
主，同时教会了学校里的数十名
大会志愿者，在开幕式后的茶歇
时间，带领代表一起动起来。这
种三分钟健康操是一项简单、轻
松、短时间可以达到很好放松效
果的运动，能帮助练习者预防或
减轻酸痛的症状，改变人的精神
面貌，提高工作效率。

本报记者 左妍 施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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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下午，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举
行“健康老龄化”论坛。与会的海内外官员、专
家表示，随着老龄化的不断深化，社会各部门
都需要行动起来，积极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

政策推动
应对老龄化的中国经验
截至 #"!'年，我国 8'岁及以上人口数

量达到 !($&亿，占比超过 !"7，面临着人口
老龄化的严峻挑战。青岛是全国老龄化发展
速度快、基数大、程度高、高龄化态势突出的
少数城市之一。#"!#年，青岛在全国首创长
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年实现全覆盖。
该制度荣获 #"!'年中国政府创新最高奖“最
佳实践奖”。青岛市副市长栾新表示，在基本
医疗保险框架下，将失能老人在医养结合机
构或居家发生的医疗护理费用纳入护理保险
基金报销范围。根据参保患者的不同需求，青
岛市分别实施医院“专护”模式、护理院“院
护”模式、社区“家护”模式、镇村“巡护”模式
四种医疗护理模式。

齐齐哈尔市在 #"!!年被世界卫生组织
评为“国际老年友好城市”，这是中国唯一获
此殊荣的城市。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曲秀丽介
绍，重点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
如社区医疗服务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善
养老机构环境等，突出“老年友好”的特征；市
区内的医院、银行、公共车站点、浴池、图书
馆、旅游、法律援助等公共为老服务窗口，坚
持为老服务标准，设置为老服务标志，不断扩
大优待服务范围。

他山之石
"治疗未病#倡健康生活
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而神奈川县是日本人口第二大县，是世界上
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神奈川县
国际战略和健康促进办公室执行主任金井信
隆表示，以“治疗未病”作为重要工作之一，采
用先进的健康医疗技术，给老年人提供适当
的帮助，提高人均寿命。同时提倡健康的生活
方式理念，创造新的产业和市场。
日本大和市市长大木悟表示，为建设“老

年友好城市”，大和市提出了两个宣言，一是
“不把 8"岁以上的人称为老人”，如今 8"岁
的老人和过去相比更加健康了。所以，他们不
愿意被成为“老年人”。二是“将老年痴呆人口
控制在一万以内”，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根据
预测，#"#'年大和市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将达
到 !"&""人，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宣言。

产业升级
老龄产业迎来发展蓝海
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5）》预

测，#"!5年至 #"'"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
费潜力将从 5万亿增长到 !"8万亿。目前，欧
洲、美国养老产业占 09:比重分别是 #67、
##7，而中国只有 %7，相较发达国家相差甚
远，因此也带来了巨大的养老产业蓝海。
其中，适老辅具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8年 !"月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指出，
到 #"#" 年，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突破
%"""亿元。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罗椅民表示，适老辅具是老年人获得安全、便
捷、舒适的适老环境的保障，是减轻护理强
度，提高护理效率的唯一选择。我国已成为世
界上失能老人最多的国家，而且数量仍在增
长，适老辅具能满足超过 6'7的失能老年人
适配需要和功能设施需要。罗椅民预测，未来
适老辅具应具备智能化、系列化、体系化、中
国元素化、家具化的特点，开发健康辅具、中
医养生类辅具。随着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家
居的发展，物联网“大脑”将最大效率完成辅
具衔接融合，互联网将形成“人机融合”的高
效辅具体系。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