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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发布
新华网消息“标准化”建设，对于

中医药的传承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已有 3000 多项中医药标

准。7月3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
布《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
2026年）》，部署20项具体任务及25项
专栏任务，对现有标准体系再“升级”，
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这份升级版方案，有哪些看点？
——需求导向，标准要跟上。
制定20项老年人、妇幼、儿童和

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健康干预指南，研
制中医特色诊断、治疗、治未病智能化
装备标准……行动计划针对新时代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部署加强重点领域
中医药标准供给，并提出完成180项
中医药国内标准和30项中医药国际
标准制定的要求。

——质量优先，技术更前沿。
加快中医药标准与人工智能等新

型科学技术的互动发展，开展标准数
字化试点……行动计划专门将“推动
中医药标准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列
为重点任务之一，让中医药标准更有

“科技范儿”。
——应用为本，落地才见效。
行动计划明确“公开共享中医药

标准信息，通过标准数字化、新媒体等
途径开展标准解读宣贯”，“编印出版
中医、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推广手

册”，为中医药标准落地应用打了一剂
“加强针”。

“标准化”是否影响中医药辨证论治？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

纲目》……纵观数千年中医药发展
史，中医经典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基础上不断简化、优化，“标准化”贯
穿始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不同医家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思维
方式确有不同，但个体化诊疗并非毫
无章法，也有共性。“标准化”不仅可以
最大程度降低看中医、用中药的风险，
也有助于“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标准化”能否加快中医药“走出去”？
首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标

准《ISO17218:2014一次性使用无菌
针灸针》的颁布，让中华民族传承几
千年的针灸针有了国际通行标准，带
动中医药产品、技术、服务在全球广
受青睐。

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先后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和
《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
医药与国际“接轨”，同样离不开标准

“架桥铺路”。
全国中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相
信“中华瑰宝”还将焕发璀璨光芒，更
加自信走向未来！

19个新职业“入编”“数”“智”成新标签
新华网消息 又有19个新职业！
7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向社会发布：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
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
师等19个新职业，以及直播招聘师等
28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新职业不断涌现，折射了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满足着生产
和生活的新需要，也给劳动者带来更
多就业选择。

这次发布的19个新职业，半数以
上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如紧跟前
沿技术的“数”“智”职业：生成式人工
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员、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
运维员等；数字经济孕育的全新岗位：
网络主播、用户增长运营师等。

绿色，是新职业的一大“标签”。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标注的绿色职业
已有134个，占职业总数的8%。这一
批“入编”的新职业，不少源于经济转
型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需要，如脱胎
于传统产业的氢基直接还原炼铁工、
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储能电站运维管
理员、电能质量管理员等。

职业“上新”，见证着社会发展的
新活力。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口腔
卫生技师、滑雪巡救员等新职业，生活
服务体验员、老年助浴员、休闲露营地
管家等新工种，都反映了人们生活需
求的多元化和新变化。

什么样的职业能“入编”新职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

设司副司长王晓君介绍：“我们认定的

新职业，不是新出现也不是新创设的，
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但
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
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

据介绍，一个新的职业能否入选
大典，需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建议，再
进行层层筛选，经过专家评审论证、书
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
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对
这个职业的社会性、技术性、稳定性等
方面进行评价。

自2018年启动新职业征集工作
以来，各方面申报的新职业数量逐年
增多。2022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已收录168个新职业。2023年10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新一批新职业，共收到建议书430
余份。

新职业的发布只是职业建设的开
始。及时对新职业进行规范认证，有
利于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扩大求职
者的职业发展路径。

新华网消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作出系统部署，其中专门提到“培育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占比21.1%；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7 亿、占比
15.4%，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
度快，养老服务需求随之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九
成以上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发展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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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
时代以来，在推进养老服务工作中，民
政部门由重视扶持养老机构向推动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转变。这一养老服
务理念的变革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
文化传统，又顺应广大老年人期待愿
望，为书写中国式养老温暖答卷打下
坚实基础。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
步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培育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其中专门提到培
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相关问题，明确“支
持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在实践层面，“十四五”以来，中央
财政共安排45亿元资金支持开展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选
择一批项目地区为经济困难的失能、
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并对各地开
展老年助餐服务给予引导性支持，鼓
励探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模式。

近年来，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建设与发展呈现强劲势头，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发展养老服务，但与居
民对养老服务多样化、多层次需求相
比，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数量还有待提
升、供给质效也需进一步增强。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培育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正是直面当前养老服务领域
突出问题所作出的关键改革举措。

业内人士认为，培育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就要不断完善养老服务领域规

划、土地、财税、金融、人才等方面扶持
政策，鼓励机构规模化、专业化、连锁化
运营，打造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服务品
牌。同时，要支持“养老+行业”融合发
展，创新养老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在郑志刚看来，在发展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时要特别注意，老年人居家
养老所需要的服务不仅包括普通的生
活照料，还涉及医养、康养等众多领
域，一些老年人在文化等领域的个性
化需求也值得关注。

“我们要切实从老年人需求出发，
在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时注意丰富
机构类型和层次，下大力度培养从事
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将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服务送到他
们的床边、身边和周边。”郑志刚说。

满足“老有所养”

如何加强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