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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资 讯

文旅部：
1—2月外籍人员入出境共计294.5万人次

文旅部29日举行2024年第一季度例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相关
工作情况。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副局长石泽毅在会上透露，根据国家移民局
统计数据，2024年1月至2月，外籍人员入出
境共计294.5万人次，环比增长2.3倍，恢复至
疫情前的41.5%。

石泽毅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入
境旅游。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释放
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
利性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为落实有关文件精
神，提升外国游客入境中国的便利化水平，促
进入境旅游发展，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会同中
国人民银行、外交部等部委共同梳理入境旅
游全流程、全领域工作，查找解决堵点难点问
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春节期间，中国免签政策效应显现，法国、德
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新增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家，游客增长明
显，部分旅游OTA平台上的入境游订单总量
较2019年同期翻番。 （据中国新闻网）

小米首款新能源汽车正式发布

3月28日晚，小米集团在京举办发布会，
正式发布首款小米新能源汽车SU7。售价方
面，小米公布了多款配置车型的售价，区间为
21.59万元至29.99万元。

小米集团介绍，小米SU7共推出3个版
本，分别为SU7、SU7Pro和SU7Max，最低
续航里程为700公里。小米SU7、小米SU7
Max版将于4月底开始交付，小米SU7Pro版
将于5月底开始交付。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
说，研发团队在造型设计、电池、智能驾驶、智
能座舱、语音交互、车身结构等关键领域实现
了多项技术创新。例如在自动驾驶功能方
面，小米智驾系统计划于4月开启用户内测，
5月开通10座城市，8月在全国开通，小米自
研的大模型也将应用于该车。（据新华社）

世卫组织启用冠状病毒全球监测网络

世界卫生组织27日发布新闻公报说，
已启用“冠状病毒网络”（CoViNet），以促
进和协调全球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及早准
确地检测、监测和评估新冠病毒、中东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和其他可能新出现的冠状
病毒。
“冠状病毒网络”由在人类、动物和环

境冠状病毒监测方面具有专长的全球实验
室组成。该网络目前包括21个国家的36
个实验室，涵盖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六大
区域。实验室代表于26日至27日在日内
瓦举行会议，最终确定了2024至2025年行
动计划，以便世卫组织成员国能够更好地
进行早期检测、风险评估和应对冠状病毒
相关的卫生挑战。 （据新华社）

环 球 短 讯

人口老龄化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
的社会趋势之一。

随着世界人口已在2022年11月15日达
到80亿，老龄化趋势日趋显著。近日，联合
国、世卫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的相关数据均
提醒国际社会，人口老龄化几乎会使所有社
会领域都受其影响，比如劳动力和金融市
场、对住房交通和社会保障等商品和服务的
需求、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等。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布的《2023年世界
社会报告》（下称“报告”）称，到本世纪中叶，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预计将增加一倍以
上。报告认为，为实现可持续未来，必须优
先考虑老年人的权利和福祉。报告呼吁各
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在养老金和医疗费用
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为不断老龄化的全球人
口提供支持，不让任何人在这个老龄化的世
界中掉队。

亚洲将成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区域

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有多
快？报告开篇给出的数据显示，如果说在
1980年，该群体的数量仅为2.6亿；那么到
2021年，这一数字已翻番，达7.61亿；到2050

年这一群体将增加到16亿。
报告认为，得益于健康和医疗条件的改

善、受教育机会增加及生育率降低，人们的
寿命正在延长。从全球来看，2021年出生的
婴儿有望平均活到71岁，与1950年出生的
婴儿相比，寿命延长了近25年，且女性比男
性长寿。

放眼全球，以2021年为对比标准，每10
人中有1人属于65岁及以上群体，那么到
2050年，报告认为，整个社会将会加速变老，
因为届时每6人中就有1人属于这一群体。
在老年群体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细分年龄
段来看，80岁及以上的人口增速更快，将从
2021年的1.55亿增加至2052年的4.59亿，
增速达149%。

与此同时，全球“最老”国家的版图也在
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1980年时，65岁及以
上人口占该国总人口比重最多的国家为欧
洲的瑞典，占比达16%，而到了2021年，全球
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则是亚洲的日本。日
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接近30%。到2050
年，韩国有望成为全球“最老”国家。韩国统
计厅此前发布的未来人口预测数据显示，65
岁人口比例（老龄化比例）将在2050年突破

40%，到2060年将达到43.9%；人口中位数年
龄将在2060年高达61.3岁。

报告认为，从区域来看，发展中国家老
年人人数将增加最多，也最为迅速，亚洲将
成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区域，而当前正经历人
口红利的北非、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可能在未来30年经历最快的老年人数
量增长。

随着老龄化发展速度加快，全球劳动年
龄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抚养比（TDR）在上世
纪70年代经历了高位后逐渐下滑。报告认
为，尽管这一比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下降，
但日本的情况却十分突出，25至64岁劳动
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仅为1.8︰1。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比率大约为
3.3︰1，欧洲和北美的比率为3.0︰1。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地区该比率为11.7︰1。

报告预计，到2050年，48个国家（主要
来自欧洲、北美、东亚和东南亚）的预期抚养
比将低于2。“低值代表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
力市场和经济表现的潜在影响，以及许多国
家在未来几十年可能面临的与公共医疗保
健系统、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计划相关的财政
压力。”报告分析道。

不平等的老龄化

全球预期寿命的增加反映了整体健康
状况的改善。不过，报告指出，当今的老龄
化世界存在不平等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个老
年人都能平等地从健康和教育改善中受益。
比如，女性的预期寿命到2050年将延

长至80岁，男性为74.8岁。其中，按照世行
划分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的女性预期寿命更
长，或将在2050年达到87.6岁，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而在低收入国家，无论男性还是女
性，预期寿命都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报告认为，预期寿命受到收入、教育、性

别、种族和居住地等因素的强烈影响，“这些
因素的一些组合往往会导致一些人在人生
早期就处于系统性弱势。如果没有预防性
政策，这些系统性的不利因素会在人们的一
生中相互强化，导致老年阶段的巨大差距。”
比如，一些老年人身体健康或“经济活跃”，
但也有一些老年人患有疾病或生活贫困。
在发达国家，老年群体的资金来源主要

依赖养老金、医保在内的公共财政转移支
付。而在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欠发达的
国家，老年人往往只能通过工作更长的时

间，抑或年轻时积累的资产，抑或家庭成员
间的互相接济，来实现养老金的积累。

报告认为，如果各国不进行积极的改
革，那么养老金的支出将随人口老龄化而增
加。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养老金占GDP
比重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7%，增加到2010年
的8%。到2050年，或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
增加1~2.5个百分点，逼近GDP总额的10%。

去年底，美世与CFA协会联合发布的最
新年度《全球养老金指数报告》认为，从长期
来看，生育率持续下降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形势和养老金制度造成了压力。

世卫组织警示，到2050年，全球80%的老
年人口将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因此需要采
取协调一致的加速行动，支持中低收入国家
的“健康老龄化”。而要实现“健康老龄化”离
不开政府、民间组织、私营部门等集体行动。

联合国报告建议，各国应重新考虑与生
计和工作相关的长期政策和做法，“许多政
府已经开始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并加强和
充分利用代际工作队伍。他们还引入了灵
活的退休年龄，以适应不同的个人情况和偏
好。同时，政府还必须重新考虑社会保障体
系，包括提供养老金。” （据央视新闻）

老龄化趋势显著 全球加速“变老”
联合国发布《2023年世界社会报告》呼吁勿让任何人在老龄世界中掉队

对于安徽宿州73岁的张大爷来说，去
超市购物必须带的不是购物袋，而是老花
镜。“很多食物标签上的字太小了，有些商
品就巴掌大小，配料表、厂商、批号等各种
信息挤在一起能有好几百字。配料表我不
会看，就想看看什么时间生产的，保质期多
久，结果后面写着‘见袋身’。”张大爷告诉
记者，有好几次，他都因为看不清标签上的
字迹，向超市工作人员或其他顾客求助，
“而且不是大包装的商品标识文字就大，有
些商品虽然体积大，但标识文字可能比小
包装商品还要小”。
“建议进一步规范食品标签，统一标注

方式，让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能够找得到、
看得清。”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
代表提交了《关于规范食品标签，统一标注
方式的建议》。

生产日期难以辨认

食品外包装上的标签是它的“身份
证”，它所记载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
期、配料成分等信息，是消费者选择商品的
一个重要依据。相关信息标注得清晰、准
确，消费者购买、食用时才能心里有底。

记者发现，在很多超市，茶叶蛋、小香
肠等食品是被放在网兜里成兜出售的，其
单个商品本来就小，包装上面需要印刷的

字又很多，都放在一起更加无法看到生产
日期是什么时候了。

记者注意到，在超市打折促销时，工作
人员往往会把多个商品放在一起捆绑销售，
这就导致打折商品的标签被促销包装或其
他商品挡住，尤其是生产日期更难看清。

配料表信息存争议

除了日期，食品标签上的配料表同样
存在问题。

因为比较注重孩子吃得健康，重庆市
的林女士在超市买食品时都会反复看配料
表，越干净就越放心，但她发现很多标明
“零添加”的食品实际并非如此。

“今年过年我买了一款原味山楂片，瓶
身上在明显位置写着‘零添加’，下面还有
很小的一行字写着‘香精、甜味剂’，结果配
料表中却标明含有山梨酸钾、苯甲酸钠这
两种防腐剂。”林女士说。

还有“蒙住”食品标识信息的情况存
在。今年2月，广东佛山的莱女士网购了一
款进口巧克力，结果食品标签的过敏提示

里有3个字被黑色记号笔涂抹掉，发到网上
询问才知道是“含酒精”。
国家对于食品安全始终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法对标签应当标明的事项进行了明
确，《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也规定，食品标识
应当清晰醒目，标识的背景和底色应当采
用对比色，使消费者易于辨认、识读。
为何现实中还存在不少食品标签不规

范的情况？在北京观韬中茂（青岛）律师事
务所主任李杰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有很多，比如个别企业对于法律规定的交
替不是很了解，也存在内部沟通不当，相关
部门之间对接存在信息差，导致标签存在
瑕疵。同时，也不排除有的企业为了赚取
不当利益，故意将标签制作成问题标签。

加大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食品标签是消费者做购买决策最直接
的参考依据，是消费者对于自身食品安全
最能直接把关的部分，也是政府执法和公
众监督最可达的领域。如何才能防止食品
标签中的各种“文字游戏”和“包装游戏”误

导、欺骗消费者？
据了解，食品标签的标注做到完全一

样并不现实。不同的食品种类，大小和包
装样式都不一样，没法彻底统一。有时因
为包装太小，有些厂商为了把该标注的内
容都标注上去，只能压缩字体，导致食品包
装上的标签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李杰认为，由于食品多样性的特点，法
律只能对食品标签进行一个大概的规定，
难以对每一样食品标签都进行非常详细的
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法律也
在不断地完善，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的《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
办法》已经对包装商品有一个较为详细的
规定，该办法附件中详细规定了法定计量
单位的选择、标注字符高度、允许短缺量。
“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加强执法监

管，加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震慑不良商
家以及生产企业。消费者在购买时发现了
食品标签存在瑕疵，消费者可以拨打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进行调查。根据规定，若查证属实应
当责令当事人改正，经食品生产者采取补救
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可以继续销售；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
补救措施。”李杰说。 （据《法治日报》）

购物要戴老花镜

只因生产日期太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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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国务院近日公布《节约用水条例》，自
今年5月1日起施行。相关政府部门会采
取哪些措施推动条例落地见效？28日国务
院新闻办举行《节约用水条例》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水利部等四部门相关负责人
回答了记者提问。

水利部副部长李良生说，制定条例是
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保障国家水安全、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
要求。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陈大勇表示，
将结合工作实际，全面梳理条例配套制度
建设需求，协同相关部门有序推进水资源
刚性约束、全国节水规划、用水定额、节水
统计调查、发展节水产业、金融支持节水等
配套制度建设，指导地方开展配套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制修订，推动相关配套制度逐
步完善。

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

国的基本水情。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节
水是根本出路。
司法部立法四局局长张要波说，作为节

水方面专门的行政法规，条例在总体思路上
立足基本水情，力求全面系统，确保切实可
行，做好制度衔接。
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司负责人牛波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从强化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大力发展节水产业、
持续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开展节水领域设
备更新改造等四个方面推动节水工作。
农业是用水大户，用水量占总用水量

的60%以上。李良生说，水利部将指导各
地全面落实条例，不断完善灌排工程体系，
加强农业用水计量设施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胡子

健说，条例对再生水利用方面的规定，为推进
污水再生利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刘诗平（据新华社）

为节约用水提供法治保障
四部门相关负责人谈《节约用水条例》

图 说

内蒙古乌海：养老服务升级 居家乐享晚年

3月28日，老年人在乌海市海勃

湾区海北街道狮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用餐。

近年来，内蒙古乌海市积极推进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增设居家养老服

务站点、对已有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等

方式，扩大居家养老服务种类和覆盖范

围，让老年人享有贴心的助餐、康复护

理、生活照料等养老服务，提升老年人

的幸福感。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近日，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通过社

交媒体发文称：“近几天本人身份证号被

一些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恶意传播造谣，

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并警示

相关人员，若继续知法犯法，将集中证据

报警处理。

这已经不是樊振东第一次怒斥“饭圈

化”的行为。此前，他曾多次呼吁球迷保持

理智和边界，抵制饭圈化言行，“切勿沾染

饭圈习气”。

一些“职业”粉丝非理性追星，刺探运

动员隐私，拉踩抹黑知名运动员，甚至做出

踩踏法律法规的事。这些“饭圈”文化的行

为已经令很多运动员深受其害。比如这

次，樊振东所提到的“利用证件号查到本人

名下手机号并进行骚扰谩骂”等行为，就已

经涉嫌违法。

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系列治理行动剑指

“饭圈”乱象，已取得一定效果，从当前情

况来看，仍需持续保持治理力度，同时要

高度重视“饭圈”文化衍生的新变种，不可

忽视其逐步向体育界等更多领域侵蚀的

风险。

对“饭圈”乱象要抵制，更要根治，关键

在于坚持源头治理。针对“饭圈”乱象向体

育领域蔓延，中国奥委会曾发文表示：“饭

圈”乱象只不过是个表象，如果没有形形色

色的利益驱动，这样的非理性冲动肯定长

久不了。

从治理角度看，应顺藤摸瓜，捋清这条

黑色利益链上的角色，查清是谁在唆使“粉

丝”刺探他人隐私，谁在控制“黑粉”，谁在

从中渔利。相关平台也应尽到主体责任，

抵制流量诱惑，不给“饭圈”引战拉踩现象

提供温床。

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压紧压实网站

平台主体责任，持续巩固“饭圈”治理成果，

让“饭圈”乱象出不了圈，特别是得不了利，

如此“饭圈”乱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让“饭圈”乱象出不了圈得不了利
声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