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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各地滑雪场陆续开
板，不少滑雪爱好者打算在新
雪季“大展拳脚”。数据显示，
2023 年底全国冰雪运动场地
达2847个。到底哪些地方滑雪
季更长？什么天气适合滑雪？

一般来说，理论雪期越长，
滑雪季也就越长。从基于国家
级气象站的历史常年（1991年
至2020年）数据看，华北北部、
东北、新疆中北部、青藏高原中
北部平均每年理论雪期在 50
天以上；东北地区中部和北部、
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等
地超过 100 天，部分地区最长
有165天左右。

在理论雪期内，黑龙江大
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部分地
区年均降水量能够达到35mm
以上，有的还能超过50mm，意
味着这些地方冬季降雪充沛，具
有优良条件开展以自然降雪为
基础的滑雪活动。

除气候条件外，当地的天
气情况也决定是否适合滑雪，
比如风力、降雪不宜太大。一方
面降雪会影响能见度，中到大
雪及以上量级降雪可能带来不
安全因素。另一方面降雪过程
刚刚结束时，新雪过于蓬松，不
利于滑雪者掌握平衡；雨夹雪
会导致积雪出现冰晶层；而暴
雪则会使原本划分清楚的雪道
变得模糊，滑雪者容易误闯入
危险区域。

此外，滑雪还需注意雾和
霾的影响。由于一些场地下滑
过程中海拔落差较大，有时山
顶天气条件不错，但半山腰可
能出现雾或霾，能见度降低。此
时滑雪者应提高警惕，做足避
险准备。

经过对多种气象指标的综
合分析，每年12月，黑龙江、吉
林、河北、新疆的雪场滑雪适宜
天数有25天以上。在一年中最
寒冷的 1 月，黑龙江、吉林、新
疆、内蒙古、河北的雪场全月适
宜滑雪。2月天气开始转暖，但在
新疆、黑龙江、吉林的雪场滑雪
适宜天数还是能达25天以上，
河北省张家口的雪场也有一半
时间适宜滑雪。

作为天气气候高敏感业态，冰雪经济对气候资
源禀赋和气象服务精细化水平有着较高要求。

据介绍，国家气象中心已形成智能网格降水相
态3小时客观预报、6小时累计雨雪客观预报、24小
时累计雨雪客观预报产品，新增积雪客观预报产品；
产品最小时间分辨率为10分钟，最长时效达15天。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研发滑雪气象适宜度
评价和预报模型，设定了雪期计算方法，通过对积雪
深度、前期各地累计降雪量、初雪日期等评估分析以
及滑雪气象适宜度等级预报，发布节假日期间冰雪
旅游服务建议。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黄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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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亦城村
泜河风光（11 月 14 日摄，无人机
照片）。

初冬时节，在河北省邢台市
隆尧县亦城村泜河沿岸，杨树等
树木树叶呈金黄色，与水面、河岸
相映衬，勾勒出一幅美丽和谐的
自然画卷。2018 年以来，隆尧县
不断推进泜河生态涵养工程，以

“防洪、生态、文化、宜居”为功能
定位，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良
好生态环境，促进城乡人居环境
的改善。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泜河染金
风光秀美

新华社武汉11月14日电（记者李鹏
翔 龚联康）随着一辆粉色车身的岚图知音
汽车缓缓驶出生产线，10家新能源车企新
车下线的视频同步播放……14 日上午，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1000万辆达成活动
在湖北武汉举行。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量首次突破年度1000万辆。

活动现场，中国一汽、东风汽车、奇瑞汽

车、比亚迪、理想等多家车企的负责人和员工
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从2009年的“十城千辆”规模推广起步，到
2018年年产销量过百万辆，中国新能源汽
车用了近10年时间；再到2022年的年产销
量超过500万辆，用了约4年时间；进一步
到今年产量首次突破年度1000万辆，仅用

了约2年时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付炳锋说，新的突破是我国从汽车
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走出的坚实一步，标
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

重超过60%；2024年1至10月，产销量分别
完成977.9万辆和9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3%和33.9%。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持续领跑全
球，引领着全球汽车产业的转型发展浪潮。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从 2015 年开
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
全球第一。

中国新能源汽车首破年度1000万辆

新华社杭州11月14日电（记者黄筱
谢希瑶）国务院关于《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
的批复近日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大宗商品
资源配置枢纽落地浙江。

根据批复要求，方案实施要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持续推动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有效发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全面提升
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

浙江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
将探索推进储运、加工、贸易、交易全产业
链发展，全力打造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为国家贡献更多浙江力量。

近 年 来 ，浙 江 持 续 推 动 大 宗 商 品
全产业链制度性开放，加快打造以油
气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

围绕油气储运、炼化、贸易、交易等环
节形成制度创新成果 125 项，向全国复
制推广 32 项。

“油气是枢纽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浙
江自贸试验区将在更多大宗商品领域进行
探索。”浙江省商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农产品领域，舟山是我国重要的进境
粮食指定口岸，粮食中转物流量占全国的
17%；大宗商品数字化领域，浙江已经建成

了全球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多场景可信数字
仓单平台。

下一步，浙江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
动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构
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工作机
制，高质量推动各项任务落实，打造具有
区域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资
源配置枢纽。

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落地浙江

收获时节，稻谷飘香。收割、烘干、加工、运
输……从田间地头到龙头米厂，处处充满丰收
的喜悦。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地处我国南北地理分界
线东部起点，拥有湿润的海洋气候环境，盐渍型土
壤钾含量丰富，是全国产粮大县，年产近 120 万吨
优质粳米，连续 13 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表彰和奖
励，产出的稻米香醇绵甜、筋道润滑、口味独特，
深受上海及周边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射阳县瞄准打造“东部沿海大粮仓”
目标，建成国家级绿色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 4 个，总面积 58.2 万亩，生产富硒稻米、生态稻
米、有机稻米等特色稻米。同时，坚持品牌引领战
略，整合生产资源要素，畅通市场流通渠道，努力
用“一粒米”撬动一个大产业、培育一批好企业、
富裕一方老百姓。“射阳大米”连续 15 年被评为上
海食用农产品（粮油类）“十大优质畅销品牌”，先
后获中国大米十大区域公用品牌等荣誉 50 多项，
品牌价值评估达 357.21 亿元。作为“餐桌上的长三
角一体化”重要保障者，射阳积极推动农业产业与
上海深度融合接轨、实现跨越转型，打造上海等长
三角地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设立射阳大米等
特色农产品上海直销窗口，采用“互联网+”模式，
和大型超市、优质电商平台合作，常年销售射阳大
米。据介绍，近年年均有 50 多万吨优质射阳大米
销往上海。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从盐城地头到上海餐桌
——“一粒米”的旅程

“我也想停下来喘口气，可谁能来搭把
手呢。”家住陕西西安的李秀娥今年74岁，
常年无休照顾因病卧床的老伴。

我国目前有约3500万失能老年人，占
全体老年人的11.6%。据测算，到2050年，
这一数字将达到 5800 万左右。如何走出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局？

过不上的“平常日子”

每天早上7点起床，帮老伴擦脸洗漱，
做完饭自己顾不上吃就得给老伴喂饭，抽
空还得洗衣服、打扫卫生。十几年来，李秀
娥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2010年10月，老伴赵天权突发脑梗，
瘫痪在床。儿子在外地工作，照顾老伴的任
务落在李秀娥一人身上。

“我们也想找个保姆，但每月得给6000
元以上，请不起。家里开销全靠老伴4000多
块的退休金。”李秀娥有些无奈。

身体上的辛劳只是一方面，照护者的
心理问题也不容小视。

前不久，《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 24 小
时照护者》的文章在网上刷屏，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文中自述：“十几
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你真的非常容易焦
躁。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
望对抗的心理问题。”

有研究数据显示：30%到 40%的阿尔
茨海默症患者的照护者患有抑郁症或面临
情绪压力，58%的照护者身体状况比同龄
人更糟糕。

将失能老年人送到养老机构交由专业护
理人员集中照护，是不少家庭的选择。

据民政部介绍，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
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41万个，其
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9万个，与

2019 年相比分别增加了 1 倍、1.2 倍。数据
显示，养老机构收住的老年人中67%为失
能老年人。

然而，即使老人住进养老机构，家人有
时也无法安心。近年来，一些地方曝出养老
机构发生虐老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今年4月，山西曲沃警方通报，当地某
养老院护工多次殴打服务对象。今年重庆市
江津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养老机构护理人员
虐待被看护人案。这些虽是极端个例，却易
影响人们对养老机构的信任。

对于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而言，居家
养老、机构养老各有各的难，“平常日子”难
再得。

亟待破解的三个难题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失能老年人居家
养老、机构养老出现各种各样问题，关键在
于三个难题。

——“钱从哪里来”。近年来，我国建立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明确对经认
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家庭养老支
持服务。

截至目前，各省份均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明确类似规定。例如，陕西对具有本省户
籍的城乡低保家庭中60周岁及以上的重
度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给予每人每月
200元补贴。北京为失能、失智和高龄老人
等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每周一次入户探
访、每月免费理发一次等基本服务。

然而，现有社会救助和福利保障对象
主要集中在特困老年人以及部分经济困难
的失能老年人，保障范围较窄、标准不高；
加之不少老年人经济条件较差，难以自费
承担养老服务。

——“人从哪里来”。家住北京的周雯

最近陷入“有钱难办事”的困境中。为了照
顾半失能的奶奶，周雯家请过一名家政人
员，每月花费12000 元。“就这样还留不住
人，不少人都怕麻烦。”周雯说。

当前，养老护理员数量不足、素质参差
不齐、结构层次不合理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
较为突出。据测算，当前我国对养老护理员
的需求达600多万人。然而，公开数据显示，
2020年至2022年，各级民政部门共培养培
训养老护理员248万人次；人才缺口较大。

一面是总量少，一面是“转行”多。民政
部门数据显示，由于养老护理人员职业认
同感较差、工资待遇偏低等原因，养老护理
员年流失率达30%以上。

——“监管如何管”。相较于健康的成
年人，失能老年人身体条件和认知能力相
对不足。老人在养老机构或家中遭遇虐待，
往往很难被发现。

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
管体制机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民政部门负
责区域内养老机构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住
建、市场监管、消防等其他部门依照职责分
工对养老机构实施监督。

然而，在实践中，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有
待健全，监管合力需要进一步增强。基层监
管执法人员普遍存在人手不足、手段滞后、
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

破困局需多角度发力

今年1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
出，拓展居家助老服务，优化老年健康服
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

“支持护理型床位建设”“支持有条件
的养老机构针对认知障碍老年人特殊需
求，增设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提供专业照护

服务”……民政部等2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提升老
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提出了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举措。

当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行长期护理保
险。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研究结果显示，
成都市长护险的实施，至少降低了失能老
人家庭照料经济负担的44.31%，失能老人
生存时间较未享受人群增加2.08年。

专家建议，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长护险的试点范围，做好全面
实施的准备。

我国养老护理服务正走向专业化，养老
服务人才是支撑养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因素。业内人士建议，通过加强专科护士与健
康照护师培养，带动护理水平全面提升，让更
多老人享受到专业、高效的护理服务。

天津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王淑洁建
议，进一步完善职业认证标准和补贴机制
等。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举
措，支持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服务人
才供给不足地区与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
协作，促进养老服务人才跨地区有序流动。

要确保老年人放心、安心养老，必须持
续加强养老服务质量监管，更好维护老年人
合法权益。王淑洁建议，加强常态化监管，对
养老护理员设立准入和“黑名单”机制。

“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种类愈加多
样，服务数量也不断增长。”中国老年学和
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郑
志刚建议，加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发
展助餐、助洁、助浴、助行、助医、助急等居
家上门服务，为失能老人提供有质量的养
老服务。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高蕾 李亚楠 尹思源

3500万失能老年人：

如何摆脱“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困局？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邹多为）
近年来，中国与秘鲁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
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3
年，8年间，中秘贸易年均增速高达14.6%。今
年前10个月，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中国对
秘鲁进出口2546.9亿元，同比增长16.8%。

2013年，中国与秘鲁两国提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2016年双边贸易规模首次突破
千亿元。截至2023年，中国已连续10年为秘
鲁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出口市场。

具体来看，中国汽车、手机、电脑、家电
等产品在秘鲁广受欢迎。今年前10个月，我

国对秘鲁出口机电产品 404.3 亿元，增长
18.1%，占同期我国对秘鲁出口总值的一半。
其中，汽车及零配件、手机、电脑、家用电器
出口分别增长8.7%、29.1%、29.3%、34.7%。

秘鲁为中国铜矿砂、饲料用鱼粉等产
品重要进口来源地。前10个月，我国自秘

鲁进口金属矿砂和农产品 1489.5 亿元、
14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2%、23.8%，占
我国自秘鲁进口总值的 85.5%、8.3%。其
中，铜矿砂、饲料用鱼粉进口量为589.2万
吨、81.3万吨，分别占同期我国同类产品进
口总量的25.2%、46.2%。

年均增长14.6%！

中国和秘鲁经贸合作持续深化

射阳芯谷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稻田里成熟的
水稻（10月30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