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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开放合作、人才发展，携手打造
长三角集成电路创新生态”为主题的第九届
集成电路人才创新发展会议在南京江北新区
举行，会上，江苏、浙江、安徽的半导体行业协
会和上海芯火平台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集成
电路人才创新联盟。

集成电路是数字时代的“工业粮食”，是
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其发展一
头系着核心技术突破，一头连着人才根基。
长三角聚集了全国一半的集成电路创新平
台，联盟将汇聚苏、浙、皖、沪集成电路行业协
会、学会、头部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人才培

养和创新平台，共同推动高层次人才招引、培
育和产学研深度融合。

当天，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高校的集
成电路学院院长，EDA国创中心、中电五十五
所等重大创新平台及相关科研院所专家，分
享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经验和成果，探讨在
EDA、人工智能、传感器等领域技术创新的最
新趋势和发展方向。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芯
机会 芯人才”高端人才对接会，紫金山实验
室、EDA国创中心、国睿科技、国电南瑞等20
余家用人单位现场揽才。

来源：《新华日报》

长三角集成电路人才创新联盟成立

5 月 26 日，阿里巴巴江苏总部从南京新
城科技园正式搬入南京阿里中心。当天，来
自阿里巴巴控股、淘天集团、云智能集团、国
际数字商业集团、菜鸟集团、本地生活集团和
虎鲸文娱集团等阿里巴巴在宁团队员工在

“新家”聚合。
据南京阿里中心服务运营负责人樊薇介

绍，与以往不同的是，南京阿里中心是阿里巴
巴的自建园区，也是省市重大项目，还是全国
业态最丰富的中心，从“租房”到“建园”，阿里
同学从此在南京有了“自己的家”。

阿里同学的“新家”始建于8年前。2017
年，在省市支持下，阿里巴巴与建邺区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在河西南部地块打造区域总部，
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包含6栋写字楼、
1条商业街区、1座购物中心及1栋人才公寓。

8 年来，阿里巴巴多个业务板块深耕南
京。阿里云已支持江苏制造业企业“智改数
转”落地5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阿里本地生活

饿了么业务服务全省超30余万家餐饮、零售、
医药等商户，年度活跃骑手约30万。2016年
至今，阿里在宁合作项目规模累计超过600亿
元，涉及电商、跨境、物流、本地生活服务、科
技、新零售等多个方面。

大厂的“虹吸效应”还带动阿里生态企业
在南京阿里中心集聚。如南京端点星辰科技
有限公司，今年3月已“提前”入驻南京阿里中
心。近年来，阿里生态企业以每年10家左右
的速度快速递增，累计已有50余家在建邺区
落地。

目前，南京阿里中心一期已正式投入使
用，园区预计将于2026年全部竣工交付。南
京阿里中心商业已正式定名为“南京金陵天
地”，260余家品牌即将亮相，涵盖休闲购物、
品质餐饮、健身空间、亲子乐园、沉浸式剧院
及屋顶公园等多元业态，将为市民带来多元
多维的消费体验。

来源：《新华日报》

阿里巴巴江苏总部正式入驻南京阿里中心

5 月 23 日 7 点 18 分，中国货运航空有限
公司一架波音777全货机从合肥机场腾空而
起，承载着83吨货物直飞比利时列日机场，标
志着今年安徽首条洲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据了解，比利时列日机场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处于欧洲黄金物流三角中心位置，能有
效辐射德国、法国、荷兰等经济腹地。它不仅
是欧洲重要货运枢纽机场，更是电商物流中
心和多式联运枢纽。此次开通的合肥至列日
货运航线，由中货航波音 777 宽体全货机执
飞，每周计划运营3班，预计单班进出港货量
约150吨。此条货运航线主要服务于跨境电
商、汽车配件、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
高附加值货物运输，当日出港货品 65%为跨

境电商产品。
目前，合肥机场初步形成了贯穿欧洲、美

洲、东亚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列日航线的开
通为安徽与欧洲的国际贸易往来搭建起又一
条高效稳定便捷的空中通道，可助力安徽持
续拓展国际经济贸易，打造区域经济发展新
动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合肥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
力围绕“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的核心功能
定位，不断优化拓展货运航线网络，提升口岸
服务效能，完善机场货运基础设施，拓展多式
联运，形成服务全国、通达世界的航空物流体
系，支撑合肥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来源：《安徽日报》

今年安徽首条洲际货运航线开通

近日，“新明州90”轮满载浙产的机电、纺
织品及塑料制品等货物缓缓驶离嘉兴港乍浦
港区，出口目的地为菲律宾，这是浙江首开

“嘉兴—宁波—温州—马尼拉”集装箱运输快
线。“现在，货物在‘家门口’上船后可直航马
尼拉港，无需再经枢纽港中转，与之前集装箱
货物从嘉兴港、温州港出口至菲律宾相比，运
输时间缩短了2至3天。”一名来自浙北的货
主点赞道。

这已是一个月内浙江新升级的第三条东
南亚航线，船东为省内最大的集装箱班轮公
司——宁波远洋。此前4月18日，宁波远洋
将原有的一条“乍浦—宁波—胡志明—林查
班—曼谷—乍浦”环形航线，拆分成为“乍浦

—宁波—胡志明”和“乍浦—宁波—林查班—
曼谷—西哈努克”两条更加高效的国际集装
箱专线，就此拉开了东南亚航线升级的序幕。

此次新开的“嘉兴—宁波—温州—马尼
拉”快线，则由原来宁波远洋和其他船公司共
舱的“宁波—马尼拉”集装箱航线升级而来，
不仅满足了出口企业的切实需求，还进一步
协调了省内各个港区资源，发挥资源协同优
势，同时以马尼拉港为支点，形成贯通长三角
与东南亚市场的“黄金动脉”，助力双循环。

这些海上快线均采取“点对点”直航的模
式，把省内港区码头和胡志明港的往返时间
缩短至一周左右，以求最大限度为订舱客户
提升物流效率。 来源：《浙江日报》

浙江新开东南亚集装箱航线

近日，小学生在江苏省海安市南屏小学操场上进行足球训练。
微风轻拂，鲜花绽放。人们走进大自然，拥抱初夏的美好，用运动和欢笑开启

夏的活力乐章。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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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添智能
床垫和吸顶灯可监测突发情况

“324房2床王明香老人，血压异常，请立即
前往照看！”

深夜，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养老院，值班护
理员赵占萍一收到手机上的警报信息，就立刻
赶到老人床前。第一时间监测到血压异常的，
是铺在老人身子下面的智能床垫。与此同时，
老人家属的手机上也收到相关信息。

当晚，老人被紧急送医。在智能化系统的
呵护下，有脑梗病史的王明香得到了及时救治。

在金杨养老院，像智能床垫这样的智能化
设备还有不少。走进养老院，一块硕大的电子
屏矗立在大堂中央。这个名为“智慧养老驾驶
舱”的信息系统，实时显示着入院老人的监测状
况，并能清晰地标出各类风险发生的位置、时间
和处置状态等。

金杨养老院院长陈雪介绍，如果说“智慧养
老驾驶舱”像掌控全局的“大脑”，那么遍布各处
的智能化设备，就好比向神经中枢反馈各种信
息和感受的“眼睛”和“肌肤”。“洗手间、浴室是
老人容易摔倒的重点区域。这个装在吊顶上的
吸顶灯既能照明，也能作为‘电子雷达’，监测老
人摔倒等突发情况。”陈雪说。

在世博家园养老院，智能洗衣房系统上线
后，衣物、被褥等实现自动分拣，“洗衣工岗位需
要的人力少了，可以补充到其他岗位。这类新
技术帮养老院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世博
家园养老院院长袁熙婕介绍。

老人的用药情况，过去得靠护理员用手和
笔记录，再打电话通知家属到医院配药，过程繁
琐且容易出错。这两年，世博家园养老院自主
研发了配药系统，能实时监测老人的用药情况，
并自动将配药信息发送给家属，方便的同时也
保障了老人的用药安全。

“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养老机构运营效率，
优化养老机构的服务供给，这是上海建设智慧
养老院的初衷。”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
长李苏晋表示，上海将强化科技养老产品在养
老机构中的应用推广，拓展更多智慧服务应用
场景，畅通数据渠道、提升数据价值，打造更加
专业、高效、丰富的智慧养老院集成生态，为其
他城市提供探索经验。

服务更周到
适老化产品成为护理员好帮手

养老院开展智能化转型后，金杨养老院护
理员陈菊秀感觉轻松不少。

在为96岁的钟健美老人清洗身体时，陈菊
秀只要按下按钮，辅抱式移位机器人就会自动
降下“手臂”和“脚撑”，将老人从轮椅上抱起，并
转移到洗浴间。

这款由金杨养老院和科技企业共同开发的
辅抱式移位机器人，很受护理员和老人欢迎。

“帮下肢无力的老人挪身，很不容易。有一回，
一个体重180斤的老人握着床上的护栏借力，护
栏都拉断了也没起来。最后，4个护理员一起使
劲儿，才把老人抬起来。”陈菊秀说，现在一个人
就可以为老人挪身、清洗，省力气，风险也小。

金杨养老院所属的上海浦惠养老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目前管理着16家养老机构。“养老
院智能化是管理和服务的必然需求。”公司党总
支书记高万杰说，以金杨养老院为例，入住老人
238名，而53名护理人员的平均年龄也在50岁
左右。

“人手不足、护理员年龄偏大，是我们面临
的难题。借用科技的力量，把繁琐、重复的工作
交给智能化设备，护理员可以为老人提供更多
个性化、精细化的服务，更好关切老人的精神需
求。”高万杰说，公司以金杨养老院为试点开启
智能化转型，形成了一套智能化、高效率的管理
模式。

95岁的何君勉是智慧养老院最早一批入院
老人之一。“现在护理员有更多时间陪我们聊
天，服务更好了。”何君勉说，智能化改造后，床
头摇铃变成了可视化的呼叫铃，联系护理员更
方便。

考察了智慧养老院之后，原本不想住养老
院的沈毅英，陪着老伴一起住了进来。“我老伴
下肢瘫痪，又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还有点糊涂。
我自己也有高血压、糖尿病，一个人照看实在吃
不消。”住进智慧养老院后，老伴得到了专业照
护，沈毅英更轻松了。

智能避障轮椅、送餐机器人、下棋机器人
……在智慧养老院，各式各样的适老化产品为
老人和护理员带来了便利。“随着更多智能养老
产品的研发、应用，养老院将朝着‘养老产业基

地’的方向发展。”高万杰说。

提升有空间
需兼顾服务温度和运营成本

入住智慧养老院，费用贵不贵？
陈雪介绍，金杨养老院的床位费为每月

1500 元至 1800 元，伙食费为每月 1100 元，护理
费则根据老人身体情况从每月 1800 元至 2800
元不等，平均费用约为每月5000元。

“这一价格在上海属于中等偏低水平。我
们在升级为智慧养老院后，价格没有变化。”陈
雪说。

从解决一张床，到满足文化娱乐、老年教
育、医疗康养等多样化需求，发展智慧养老院是
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必然方向之一。另一方面，
不少入院老人和工作人员反映，智慧养老院的
智能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现有设备的智能化程度，不能完全满足
需求。比如陪聊机器人，通常是问答式的，无
法实现情感交流。护理机器人的功能也较为
单一，不能成为像护理员一样的多面手。”高万
杰表示，养老院有意愿提供场景，助力科技企
业进行产品技术迭代，但实际过程中仍会面临
许多困难。

“智能设备的使用，要充分考虑老人的感
受。”陈雪认为，人的柔性、温情服务在某些方面
仍有不可替代性。一些老人和家属不愿过多接
受机器设备的服务。让养老服务更有柔性、温
情，应是养老院智慧化需要兼顾的方面。

智能化设备在研发、购买、维护等方面的较
高成本，也阻碍着部分养老院的智慧化进程。
据了解，世博家园养老院曾打算和一家企业联
合开发全自动洗衣房系统，但测算研发成本后，
只能放弃。“技术上可以实现，但回本至少要10
年，我们很难承担。”袁熙婕坦言。

据介绍，在上海，申报入选“三年行动方案”
的养老院，在智能化建设达标验收后，可获得政
府部门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考虑到前期投入成本和后期运维费用，除
了政府鼓励外，智慧养老院建设还需要更多科
技企业和投资机构加入进来，激发多样化需求、
提供更丰富服务，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袁熙婕说。

来源：《人民日报》

到2025年底，上海将建成至少100家智慧养老院

“聪明”养老院 拥抱新科技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市推
进智慧养老院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2023—2025）》提出，到
2025 年底，全市至少建成
100 家智慧养老院。目前，
前两批已建成70多家。

这些智慧养老院，应用
了智能床垫、智能洗衣房等
新设备，还参与研发配药系
统、辅抱式移位机器人等，保
障老人安全，提高运营效率；
护理员也得以腾出手来，给
予老年人更周到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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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老龄事
业和养老服务工作有关综合统计信息发布。数
据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577.62
万人，占总人口的37.6%；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
人口86.00万人，占总人口的5.6%。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上海正迎来养老服
务的全方位升级。此次公布的养老服务数据透
出哪些信息，“大城养老”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养老床位向“提质”转变
数据：全市有养老机构693家，核定床位总

数17.00万张

连续数十年将养老床位建设列入市实事项
目后，上海养老床位总量有了可观增长，已较为
充沛。市民政局表示，下一步重点，就是从“增
量”向“提质”方向转变。

今年初，上海下发“养老机构品质提升三年
行动方案”。方案明确，有条件的养老机构（100
张及以上床位）“内设医疗机构”应设尽设，不具
备条件内设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也要充分覆
盖、更加高效，包括深化“养老院+互联网医院”
服务，让在院老年人看病更加方便。截至2024
年底，全市有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364家；“养
老院+互联网医院”模式的养老机构156家。

规模之外，人们对这张床还有更多需求。
失能失智老人期待，这张床能附着更多专业服
务。“十四五”以来，上海持续扩大专业照护床位
规模，护理型床位占总养老床位的比重达66%。

适老化改造向市场化转型
数 据 ：去 年 全 市 居 家 环 境 适 老 化 改 造

10693户

“十四五”以来，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纳入
两轮市委民心工程，原计划到“十四五”末完成
改造2.5万户，截至2024年底，累计完成3.4万余
户，其中2024年全年完成10693户，已经提前超
额完成。可以说，上海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在
全国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到了向市场化转型的
阶段。

针对老人关心的补贴门槛能否低一点、补
贴范围能否广一些、产品选择能否更丰富，今
年，市民政局对已有的适老化改造政策和工作
机制进行了优化。其中，本市户籍的四类老年
人家庭可以享受不同比例的政府补贴，政府最
高补贴从 3000 元调整为 5000 元。一是享受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的老年人补贴100%；二是符合
低收入标准家庭的老年人补贴 80%；三是年满
80周岁且本人月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企业月平

均养老金的老年人补贴60%；四是经本市老年照
护统一需求评估照护等级为二至六级的老年
人，或经街镇审核认定为特殊困难的老年人补
贴50%。同时，补贴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不要求
一次性用完。

社区长者食堂加密布点
数据：全市共有405家长者食堂，各类助餐

服务场所2406个

这两年，上海对长者食堂的打造颇有特
色。记者了解到，今年本市将继续加密布点，
新建30家社区长者食堂，目前相关项目均已启
动建设。单纯从数量来看，郊区的食堂数量高
于中心城区，但郊区的地域面积远大于中心城
区，这就导致在可及性上不足，特别是崇明、金
山等远郊。为此，除了推动布局社区长者食堂
之外，还考虑辐射面积，鼓励在村组层面设立
老年助餐点，由社区长者食堂中央配送至社区
助餐点。

送餐服务也在优化。今年，市民政局专门
出台了鼓励运用市场化机制来发展送餐服务的
意见，有部分区已经与社会化配送平台开展深
入的合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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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养老服务正全方位升级

“大城养老”如何让老年人更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