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道出了多少家庭在照护失能
家人路上的艰辛。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的实施让家庭成员
得以喘息。现代快报记者了
解到，江苏已经实现了长护险
制度全省各设区市全覆盖。
但异地生活的失能老人在享
受待遇上却存在尴尬。5月
28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关于
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
江苏将探索推进长护险省内
跨市享受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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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购非遗，6000余件非遗产品
任你选

6月 8日，2024年“水韵江苏·乐购非遗”
主题活动将在宿迁皂河龙运城景区启动，并
举办线下展示展销活动。江苏省内各设区
市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等100个非
遗代表性项目共6000余件非遗产品参展，搭
建线下销售平台，打造聚人气、接地气、烟火
气的购物场景。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钱钢介绍，活动将充分发挥非遗工坊、老字
号作用，设置美食好味、康养健身、匠心好
物、创意潮玩、本土特色五大板块，搭建线下
销售平台，打造“看得见、尝得到、能体验、可
带走”的非遗大集和美食市集。

据了解，启动仪式现场，宿迁精选了洋河酒
酿造技艺、乾隆贡酥制作技艺、云渡桃雕、宿豫
泥塑、烙画等20个静态类非遗项目集中进行展
示展销；同时，还选调了泗州戏、洪泽湖渔鼓舞、
钱杆舞、跑驴等10个动态类非遗项目散布在景
区内展演，多方位展示宿迁传统文化。

当晚，皂河龙运城景区广场还将上演精
彩的非遗展演，游客们将看到江苏省及各市
带来的精彩非遗演出。有表现江苏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高淳傩舞的现代傩戏《跳五

猖》；由苏州评弹、苏北琴书、扬州评话传承
人共同演绎的曲艺节目《江苏滋味》，还有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河阳山歌、高邮民歌、
兴化茅山号子传承人与美声风度组合同台
表演的裸眼3D+阿卡贝拉《匠心》；将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元宵节呈现在舞台的女子群
舞《元夕》，以及中医药、江南船拳、京剧、殷
巷石锁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非
遗代表性项目《满庭芳》。

非遗颂伟业，145件套作品参展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匠心铸华

章 非遗颂伟业”——江苏省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周年非遗主题作品展将在宿迁
皂河龙运城景区开幕。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
处长宋莉莉介绍，江苏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周年非遗主题作品展设置了华彩
非遗·时代记忆、匠心独运·献礼华诞、创意
融合·美好生活等3个板块。

据了解，该展汇聚了江苏106个非遗代表
性项目共145件套非遗作品，涵盖剪纸、扎制、
雕刻、刺绣、织染、陶瓷等多个传统工艺类别，旨
在用非遗独特的表现形式礼赞祖国华诞，唱响
时代主旋律，全面展示江苏非遗系统性保护成
果，呈现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的生活。

其中，华彩非遗·时代记忆板块，以时间

轴的形式，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非遗
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时刻和主要成绩，展出与
江苏非遗相关的历史照片、文献资料等，充
分体现江苏非遗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匠心
独运·献礼华诞板块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周年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典型人物、
风土人情等开展主题创作，表达公众以及非
遗工作者对党、对祖国、对家乡、对时代的热
爱和祝福。创意融合·美好生活板块，结合
生活实用场景，以非遗创意产品、衍生品为
窗口，展示近些年来江苏非遗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成果，让大众感受非遗在当代焕
发的独特魅力。

文博“有看头”，200余场活动
等你参加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文博活
动也非常有看头，共有200余场形式多样、线
上线下的文博活动等待游客参加。

在主会场活动现场，“江苏省基本建设工
程考古成果图片展”将推出。同时，大家也
可以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新时代大运
河重要考古成果展”、海安市博物馆“顺山集
文化特展”、常州考古研究所“常州历年重要
考古发现图片展”等系列展览、研学活动中，
追寻中华文明发展的源远流长。

“淮上风物留翰墨”——淮安馆藏明清书
画作品展将推出。该展从淮安全市馆藏数
千件国有馆藏明清字画中遴选183件代表作
品进行展览，大部分是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其中一级文物 8件。以时间轴的方式，分为
明之文翰留痕处、明末遗士交游地、名家丹
青多唱和、名宦科甲互辉映、淮郡名士竞风
流共五个部分展开叙述，展现书画作者和淮
安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渊源，体现明清时期
淮安书画艺术活动的繁盛景象。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围
绕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各地正在策划一批专
题展、足迹展、精品展，弘扬革命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新四军纪念馆推出“新四军纪律
建设专题展”，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承
办“‘西柏坡精神’专题展”，常州三杰纪念
馆、扬州史可法纪念馆等分别组织开展走进
生活场景、走进社区的红色主题研学活动，
让大家走近革命文物，切身体会中华文明的
精神力量。

此外，还有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博物馆教
育研学活动等你参加。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期间，淮安市博物馆组织“文物修复研学班”，南
京市博物总馆开启“古建礼制探索之旅”，中国
海盐博物馆、睢宁县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
馆、邳州市博物馆等纷纷打造“行走的博物馆”，
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

6月8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临近，全省各地活动精彩纷呈

今年这顿“文化大餐”很丰盛，538项活动等你来

江苏长护险制度建设全省覆盖，
参保人数超6200万

据了解，目前，江苏已经实现长护险制度建
设全省覆盖，在全国率先形成了探索实施长护险
制度的江苏经验。长护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
效地破解了“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

很多失能人员因为有长护险的待遇支付而
住进了专业化的护理机构，也可以选择在家里
获得专业机构的上门服务。长护险每周3～4
次、每次1小时以上的专业照护服务，也让失能
人员家庭成员有了“喘息”的机会。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底，全省长护险参保人数超过6200
万人、占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的77%，累计享受待
遇近50万人、基金支付92亿元。

与此同时，长护险利用制度优势，将潜在
的养老服务需求显性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
展养老服务业，按照市场化方式发展护理机
构，推动了护理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
全省有定点服务机构2814家，与之相关的护理
床位超过9.4万张、从业人员近6.5万人，同时
带动了医护设施、康养设备、辅助设备的研发
生产，催生了社会力量经办长护险、辅助器具
生产租赁、长护险商业保险产品开发与销售、

失能评估等新业态、新模式。

异地生活失能老人无法享受待
遇，江苏探索推进长护险省内跨市
享受待遇

此前，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成立调研组，
在南京、南通、盐城以及外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发现实施过程中仍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比如，失能人员随子女异地生活，是很多
家庭的现实选择。但当前省内各市长期护理
保险异地结算机制尚未建立，非本地参保人员
难以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行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提到，
2023年7月以来，盐城市6家照护保险承办机
构先后收到外地户籍失能人员申请389份，因
不符合本市参保条件，也无法与原户籍地办理
结转，导致有迫切需求的失能人员无法纳入保
险范围。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针对这些问题，江
苏将健全多渠道基金筹集机制，探索建立居民
参保省、市、县财政补助分担机制，进一步扩大
制度覆盖区域和参保范围，推进长护险与经济
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等政策的衔接，探索推进长护险省内
跨市享受待遇。

护理服务供给存较大缺口，江
苏将建立长期护理从业者培训制度

由于护理工作普遍存在工资待遇低、工作压
力大、社会认同度低、缺乏职业发展空间等问题，
导致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当前的护理人员
普遍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缺乏专业技能培
训、服务质量不高。

这样一来，护理服务以基本生活照料为
主，对于失能人员的心理疏导、康复训练、康复
器材租赁等服务极其匮乏，协助服药等专业性
医疗护理服务短缺。

省人大社会委建议，要通过护理人员待遇
的提高、资格等级的晋升、保险福利的完善，增
强护理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吸引专业人才进入
护理服务领域。倡导志愿者参与护理服务，充
实护理服务队伍。

对此，省医保局表示，将协同相关部门，建
立长期护理从业人员培训制度，完善服务人员
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培养具有较高水
平的专业化评估、护理人才队伍，推动护理服
务产业高质量发展。

异地生活失能人员护理难题如何破解？

江苏将探索推进长护险省内跨市享受待遇

高淳陶瓷：钓鱼台国宾馆专用餐具

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搓茶 连云港贝雕《雅韵》
镇江太平泥叫叫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保
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
写时代华章”。

5月28日，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举办2024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
活动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
江苏各地线上线下将举办538
项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文物活
动218项，非遗活动320项。
公众在家门口可尽享丰富多彩
的“文化大餐”，共享文物非遗
保护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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