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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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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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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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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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延迟退休改革
决定提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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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骨有术④

近年来，随着运动风潮的兴起，足踝损
伤患者也越来越多。在黄雷团队看来，足踝
损伤的高发，与大众不注意保护双脚这一
因素密切相关。

黄雷表示，脚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部位，脚
如果出了问题，不能走了，会引发很多健康问
题，比如心肺功能会下降。所以，大家应该尽
早树立起“养脚”的理念，善待自己的双脚。

“很多人知道要养胃，却不知道要养
脚，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黄雷说，养脚的
第一步应该是穿对鞋子，无论是运动时，还
是平时走路时，都应该穿着舒适、不伤脚的

鞋子，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更要注意鞋子
的选择，“有些人为了追求时尚，会穿一些
伤脚的鞋子，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其实健康
就是最大的时尚。还有些人觉得鞋子越软
越好，这种认识也不对，太软的鞋子穿久了
容易损伤足踝，还是要选择有科学缓冲和
保护作用的鞋子。”

此外，黄雷提醒运动人群：运动要量力
而行、循序渐进，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
况、年龄因素等。“比如，明明年纪已经大
了，却还想跳得跟年轻时一样高，跑得跟年
轻时一样快，这时候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对于马拉松等近年来十分热门的运
动，黄雷也特别提醒广大跑步爱好者不要
盲目参与，而应在掌握科学的运动方法后
再参与，最好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训练、参
赛，以免造成运动损伤。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追求单次跑步的
距离、配速等，好发朋友圈炫耀。其实，跑得
远、跑得快不如跑得久，因为一次性跑得太
多太快，可能会对踝关节、膝关节等造成损
伤，不如每次跑适量的距离、适当的配速，
让自己能够多跑几年，甚至老了还能跑。”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赵蔚

宁波这个团队用精准诊治，给患者“足”够放心
都说“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足对人的重要

性可见一斑。然而，人的

双足在一生中也难免遇

到各种问题，轻则影响生

活质量，重则影响生命健

康。近年来，宁波市第六

医院足踝外科接诊的足

踝疾病患者呈逐年增加

趋势，其中不乏棘手的病

例，有些患者甚至在诊断

环节就被卡住了。而在六

院足踝外科团队的精准

诊治下，各种足踝问题总

能迎刃而解。

右脚脚踝疼痛，每两天就要疼一次，晚
上不吃止痛药根本睡不着，有时白天也会疼
得无法安心学习，去了多家医院，找了很多
医生，都说是距骨软骨损伤，建议保守治疗、
注意休养即可，但养了好几个月，疼痛还是
频繁发作，不见好转……最近半年多来，初
中生小豪（化名）可谓吃尽了脚疼的苦。

看着儿子因为脚疼总不好而日益消
沉，小豪的父母非常着急。难道根本不是距
骨软骨损伤？抱着这样的疑问，一个多月前
他们慕名找到了宁波市第六医院足踝外科
主任黄雷。在详细了解了小豪的情况后，黄
雷马上让他做了CT、磁共振等检查，随后
带领团队对小豪的症状及检查结果进行分
析，最终给出了一个令小豪一家意想不到

的诊断——骨样骨瘤。
“黄主任，我家孩子真的是您说的这个

病吗？为什么其他医生都没有诊断出来？”对
于小豪妈妈提出的这一疑问，黄雷向她解释
道，骨样骨瘤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如果
医生的知识积累不够，的确容易将它漏诊或
误诊，不过，这种肿瘤是一种良性肿瘤，只要
发现及时，其团队能将它手到病除。

在小豪父母的要求下，黄雷团队经过
充分术前准备，很快为孩子做了关节镜手
术。手术一气呵成，微创效果明显，术后一
周小豪便出院了。术后三周复查时，小豪妈
妈激动地向黄雷表示：“这几周来，孩子的
脚一次也没疼过！因为他这个病，我们一家
都急得快崩溃了，现在终于轻松了！真的太

感谢你们了！”
听到家长对治疗效果的认可，黄雷的

内心十分满足，因为他最关心的正是患者
的治疗效果。曾经有一次，一位40多岁的患
者突然来医院找他，当时他正在手术台上，
手术结束已是3小时后，那位患者仍在等
他。“那天见到那位患者时，我心里还有些
忐忑，心想是不是他的手术效果不好，但他
说自己并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专门来向
我们说一声谢谢。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它一直在鞭策着我。”

黄雷介绍，一直以来，其团队在治疗方面
并不会盲目追求新技术、新方法，而是尽可能
使用成熟、稳健、安全的技术，就是为了确保
患者能得到足够可靠、足够好的治疗效果。

初中生脚疼总不好，他们为其查明“真凶”

树立“养脚”理念，学会科学运动

黄雷（中）与团队成员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