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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010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弓**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把握大势发展银发经济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极的建议》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老龄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您聚焦党委和政府关心、群

众关切、社会关注的老龄工作，形成了有思考、有深度、有温度的意见建议。

针对您在我省老龄事业发展特别是发展银发经济方面的关心关切，近年来，吉

林省民政厅及相关部门（单位）着力做了以下工作：  

   一、坚持稳中求进，不断完善养老保险服务体系  

   （一）稳步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我省从 1986 年双线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至 2024 年 12 月，我省全面启动个人养老金制度，目前，已形成

以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为补充，与第

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其他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十三

五”末至今，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增长超 17%。在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统筹层次提升方面，已实现省级统筹，并积极与全国统筹进行对接，保障基
金持续稳定运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目前为市、县统筹，我省正与相关部

门研究论证省级统筹的可行性。  

   （二）充分发挥医疗保险作用。我省自 2016 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以

来，在保障失能人员权益，减轻失能人员长期护理费用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积累了宝贵经验。我省成为全国首批试点中两个重点联系省份之一，为国

家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索运行模式，统一待遇政策，规范经办服务做出

了有益尝试，为长护险制度发展贡献了吉林实践。  

   二、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城乡旅居康养发展  

   （一）注重旅居康养项目培育。积极发掘我省自然生态和中医药资源优

势，制定出台《关于促进吉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指导

相关企业以长白山自然资源为基础，以健康养生为核心，在有条件的地区或景

区开发和培育温泉养生、中医养生、疗养康复、特色医疗、美容保健、中医药
科考、森林康养等旅游产品，推动我省医药健康与旅游业快速融合发展。  

   （二）开展健康旅游品牌创建。在通化市被评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后，组织开展了“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评定”工作，

确定长春国信南山温泉酒店有限公司、长春净月潭凯撒森林温泉旅游度假区、
吉林云岭野山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通化振国药业有限公司通化壹号庄

园、吉林省长白山仙人桥温泉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吉林奥美莲花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等六家单位为“吉林省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试点基地，为推动旅居康养

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三）加强康养产品开发推介。鼓励省内各景区（点）利用森林和中医药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持续开发类型多样的旅游+健康产品和项目。依托吉林特



色林业资源，与省林草局共同推出了“吉林省研学旅行十大主题精品线

路”“41 家省级研学旅行基地”。同时，多渠道进行中医药健康旅游宣传推

广。依托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媒体，联合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媒体全方

位、多角度展现吉林生态旅游魅力，积极搭建景区、基地与旅行社合作平台，

促进我省全域旅居康养跨越式发展。  

   三、立足地域文化，深入挖掘吉林特色康养饮食  

  我省连续两年举办了老年美食节，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舌尖上的养

老”。长春市打造了桂林路、重庆路等美食街；通化市举办了通化美食大赛、

“人参鸡汤”评选大赛、“通化味道”美食邀请赛等。美食街的打造和美食活

动都运用地道的食材为人们展现了“吉致美味”，通化地域美食既有高丽火

盆、满族饺子宴等传统的特色菜品，又有奶香拔丝人参等创新菜肴。我们还将
与各地政府共同努力，以老年美食节等活动为载体，加强省内各地特色美食、

地标商家推介，推广吉林“老味道”，进一步激发旅居康养产业活力，促进我

省经济发展。  

   四、加强“以文养老”，切实促进老年教育提质增效  
   （一）完善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依托国家老年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教育

体系，设立省、市（州）、市（县）三级老年教育分校 43个，在校老年学员

13万余人。建设“吉林老年学习在线平台”被省政府列入为老年人办实事清

单，成为全国首家省级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学员 12.2 万人。拓展各级

老干部大学服务范围，全省 59 个学校年均服务老年人 4 万余人次。省内 49 所

院校开设老年教育课程近百门，服务老年学员近 6万人次。  

   （二）丰富老年文体娱乐活动。2024 年，以“银龄风采”为主题，全面

深化老年文体活动开展，通过品牌赛事、特色活动与政策创新，构建起覆盖城

乡的多元化服务网络。全年累计举办中老年模特大赛、门球公开赛、太极拳展

演等省级赛事 30 余场，吸引超 10 万人次参与。长春市举办了全国中老年人网

球赛，吸引 21 个城市 300 名选手参赛；持续推进国家乡村文化振兴行动，组织

以农民为主体的“村 BA”、运动会、秧歌赛等活动。举办了 2024 年“吉养天
年”重阳节主题文艺晚会，近 700 名演员中，老年人占比 80%以上，直播观看

人数达 61.9 万人。  

   五、突出人文主题，持续推动老年旅游产业发展  

  近年来，全力保障吉林龙湾景区创建 5A 级景区，打造森林康养标杆。加快
推动华润希望田园、通化溶洞提升、辉南庆阳兵工遗址小镇、柳河“别有洞

天”等项目建设，推动太极湾景区开工建设。同时，着眼旅居康养发展需求，

重点规划打造金厂沟沿线的北方山谷美学旅游生活带项目（吉旅万峰至白鸡

峰），全面提升沿线各类基础设施配套，形成旅游要素深度融合。结合 2025 年

沈白高铁通车，通化将进入高铁时代发展机遇，市县联动推出一批乡村慢游、

红色怀旧游、家庭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借助省市两级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

金，重点聚焦辽宁和“京津冀”地区游客市场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吸引省外老

年人来我省旅居养老。  

   六、加强设备制造，有效推进康养产业不断壮大  

  我省积极推动老年康复和中医检查设备制造业发展，支持智能辅具、康复

机器人、中医康复设备等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提升我省医疗装备制造业创新

能力。推动迪瑞医疗装备发展应用，该公司研制的免疫分析仪有助于老年人筛

查诊断肿瘤和慢性疾病。延吉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和



放松肌肉，已纳入工信部 2024 年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结合我省中医药优

势，推动中医与康复设备融合发展，开发具有中医特色的康复设备。通化海恩

达中医经络检测仪结合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理论，实现了中医诊断的数字化和

智能化，能够为老年人身体健康诊断提供数据支持，2024 年入选国家高端医疗

装备推广应用项目。延边东华原中药制粉机便于老年人灵活调整用药剂量，促

进身体康复和养生保健。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的部署要求，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二届五次、六次全会工

作要求，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动我省长期护理保险扩大覆盖范围，

不断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制定实施吉林省推动银发经济发展 2025 年实

施方案，紧紧围绕吉林振兴大局，统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切实通过政策引
领、项目支撑、创新驱动，努力在产业发展、结构优化、要素保障上积极寻求

突破，力争让银发经济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极。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省老龄工作的关注关心，您提出的意见建议对积极

推动我省银发经济发展，培育银发经济新引擎，增进银发消费新动能具有重要
意义。希望您一如既往关注老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

持，共同推动形成我省老龄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让全省广大

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吉林省民政厅  

  2025 年 6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