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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佛山市润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办事处东平路以北、华远

东路西侧A地块项目调整批前公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

法律法规，现进行批前公示，公示内容详见佛山市

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发布的批前公示。利害关系

人对许可或审批事项提出异议的，应在公示结束前

向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提交书面意见。

公示时间：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

20日（共10日）

意见反馈的部门：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

联系电话：83139625

电子邮箱：zrzy@chancheng.gov.cn

规 划 调 整 公 告

南海供水水质公告
（2024年8月31日至2024年9月6日）

项目

出厂水合格率

管网水合格率

国标要求（%）

≥95
≥95

统计结果（%）

100

100

检测项次（次）

168

182

1、出厂水检验项目是指浑浊度、色度、臭
和味、肉眼可见物、游离氯、菌落总数、总大肠
菌群、高锰酸盐指数 (以O2计)八个检测项目。

2、管网水检验项目是指浑浊度、色度、臭
和味、游离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高锰酸
盐指数 (以O2计)七个检测项目。

3、具体水质检测数据请关注南海供水公
众号查看。

瀚蓝南海供水客服热线：0757-86399222

备

注

精诚服务 情润万家

南 海 供 水
微信公众号

燃气客服电话：
86227019燃气抢险电话：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安全进万家 关乎生命你我他

金属连接燃气软管PK橡胶燃气软管
一、材质制成。金属连接燃气软管通常由不锈钢或其他耐腐蚀

金属材料制成；橡胶燃气软管主要由合成橡胶或其他橡胶制成。

二、耐用程度。金属连接燃气软管具有耐高温高压、耐磨损腐

蚀、防鼠咬、不易破裂等特点，能有效避免因软管老化磨损或鼠咬引

发燃气泄漏事故；橡胶燃气软管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会出现变脆变

硬、龟裂断裂等老化现象，且易发生老鼠咬坏情况，耐用性较差。

三、安全稳定性。金属连接燃气软管通过螺纹连接燃气具，紧

固密封性好，不易松动、脱落；橡胶燃气软管通过气嘴连接燃气具，用

卡箍固定，容易松动、脱落。

四、使用寿命。金属连接燃气软管使用寿命为8年，符合国家

规定的“软管的使用年限不应低于燃气具的判废年限”；橡胶燃气软

管使用寿命为18个月，不符合规定要求，无法达到安全使用标准。

9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退休年龄为何要延、
会影响就业吗？记者多方采访了权威专家。

我国拟立法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

完善隔离治疗
医学观察措施
实施程序

据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完善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律制度，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法草案10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据了解，提请此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法草案共 8章 63条，草案

主要规定内容包括：坚持党的

领导，明确应对管理体制，压实

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责任；

坚持常备不懈，做好应急准备；

完善监测预警报告制度，及时

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完善

应急处置制度，统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与经济社会发

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立法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防范化解公共卫

生领域重大风险；完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体制机制，提高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加强

与相关法律的衔接配合，形成制

度合力等。草案明确，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适用本法，但传

染病防治法对重大传染病疫情

的应对作出专门规定的，优先适

用其规定。

此外，10日上午，传染病防

治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相比草案一

审稿作出的修改有：完善传染病

的分类，将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

病等其他传染病明确为本法规

定的传染病；完善监测、报告和

预警规定；完善隔离治疗、医学

观察措施的实施程序；完善疫情

控制措施，严格限定有关措施的

适用条件；做好与有关法律规定

的衔接等。

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二审

拟完善学生军训
有关规定

据新华社电 国防教育法修

订草案1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二次审议。修订草案二

审稿进一步完善学生军训有关

规定，明确驻地军事机关在组织

学生军事训练中的职责，规定普

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

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加强军

事技能训练。

据悉，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会议对国防教育法修

订草案进行初次审议后，有常委

会委员、地方、基层立法联系点和

社会公众提出，学生军训工作需

要军队在教员、场地、设施等方面

提供必要协助，修订草案应当对

驻地军事机关在组织学生军事

训练中的职责予以明确。对此，

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驻地

军事机关应当协助学校组织学

生军事训练。

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普

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

当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加

强军事技能训练，磨练学生意

志品质，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

军事训练水平。学生军事训练

大纲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

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有关部门

共同制定。

为体现学校国防教育对征

兵工作的重要作用，修订草案

二审稿增加规定：学校国防教

育应当与兵役宣传教育相结

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意识，

营造服兵役光荣的良好氛围。

修订草案二审稿还对开展预备

役人员教育训练等规定予以完

善。

“延迟退休是为了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推出的重大改革，有

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院长莫荣表示。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

男职工 60周岁、女干部 55周

岁、女工人50周岁。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

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劳动条

件、用工方式等确定的。与70
多年前的情况相比，当前人均预

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口结构

及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莫荣表示，相应推迟退

休年龄，可以说是一种必然趋

势。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我

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40岁左右

提高到了现在的78.6岁，同时

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参

加工作的时间明显推迟。另一方

面，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持续下降，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却不断增多。

“延迟退休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劳

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中国

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原新说。

延迟退休是为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公众不仅关心延迟退休改

革本身，与之相关的就业等民生

问题也备受关注。一方面，有人

担心延迟退休会增加青年就业

的难度；另一方面，随着竞争压

力加大，大龄劳动者会不会更难

获得就业机会？

“公共政策调整有一个基本

原则，那就是对社会的冲击和波

动越小越好，延迟退休也不例

外。渐进式推进，意味着短期内

向社会释放的劳动力规模不会

太大，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总体是

有限的。”原新说。

“从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看，

允许一部分有意愿、具备条件的

大龄人员继续工作，可以中和部

分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认为，从长

期看，延迟退休也有利于保持劳

动参与率。

对于青年就业岗位，董克用

表示，主要依靠经济发展的增量

而非存量来提供。“年轻人和大

龄劳动者青睐的行业有交叉，但

重叠度并不高。年轻人更愿意

去互联网、数字经济、新兴产业

等就业。”

“对大龄劳动者就业问题，

则需打破‘35+’年龄门槛，创造

更为公平的就业环境。”董克用

说。

“渐进式推进”意味着短期内
对就业市场影响总体有限

事实上，针对公众反映的突

出问题，一系列举措正在相继推

出。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等部门接连下发通知，分别

就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

理、改进和规范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

加强对就业歧视行为监管，对

发布含有歧视性内容招聘信息

的加大惩处力度；要求招聘不

得设置歧视性、指向性以及不

合理的限制性条件，坚决杜绝

“萝卜招聘”“因人画像”“近亲

繁殖”等。

“相信如果延迟退休改革决

定审议通过，相关部门还将在促

进就业、规范招聘市场秩序、维

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持续发力，

以更有针对性的举措，着力保障

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原新

说。

为何要延迟退休？
会影响就业吗？

延迟退休改革决定提请审议，专家表示，延迟退休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相关部门将持续发力
保障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决议》中，“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

内容都被放在了与人口发展有关的部

分。那么，我国的人口总体发展情况和

老龄化程度有哪些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总人口规模

为5.4亿，截至2023年总人口已经达

到14.1亿人。人口数量总体快速增加

的同时，人口发展也刚刚跨过两个重要

转折点。

一是从人口出生情况来看，中国从

2022年起出现人口负增长，2023年

延续负增长态势。

二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

例，于2021年达到14.2%。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划分，这标志着

继2000年中国以7%的老龄化率进入

老龄化社会之后，从此进入中度老龄化

阶段。据预测，2035年左右，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将突破 4亿，占比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

到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赵忠表示，法定退休年龄制度在20世

纪50年代确定以后，事实上一直没有

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或改变，当时的人口

状况、经济发展来制定的政策体系，和

现在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是脱

节的。

实际上，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来

自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人口预期寿命

的大幅度提高。2023年，中国人均预

期寿命已达78.6岁，健康预期寿命，即

在身体健康状态下的生存年数也显著

提高。并且，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结构

的改变，纯粹依赖于重体力的劳动在大

幅减少，更多的是知识型、技能型的岗

位，这为延长工作年限提供了更多可

能。

赵忠表示，预期寿命增加，意味着

可以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年龄也

增加了。通过制度性的改革，可以更好

地来增加国家劳动力的规模，事实上对

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整理/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沈煜

解 读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

我国2035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

及卫生环境改善，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

提高到78.6岁，同时，我国新增劳动力

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8年增加

到2023年的14年，实现大幅提高。

“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开始工作的

年龄有所推后。在法定退休年龄不变

的情况下，平均工作年限缩短将导致人

力资本利用率降低等问题。”中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表示，

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实施延迟退

休改革有利于提高低龄老年人劳动参

与率，提高劳动力供给潜力和质量，促

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人口红利向

人力资源红利转变。

这项改革是适应劳动年龄人口变

化，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的需

要。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

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

特征，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

变。”莫荣告诉记者，截至2023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7亿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21.1%。近年来，我

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劳动年龄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将不断降低，“实

施延迟退休改革有利于稳定劳动参与

率，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重要举措，能够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这项改革是适应劳动者就业意愿

多样化的有效措施，有利于支持职业生

涯自主规划选择。

“延迟退休改革按照自愿、弹性原

则，充分考虑了不同群体的诉求，让劳

动者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工作和生

活的退休方案。想早一些退休的职工，

在满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等条件

下，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有意愿、

有能力、有条件继续工作的低龄老年

人，也不用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可以

选择继续工作。”莫荣认为，改革将为老

年人社会参与创造条件，使拥有更强劳

动意愿、更高人力资源禀赋的大龄劳动

者可以发挥更大价值。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

劳动者可自主选择退休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