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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3月 6日从国家旅游局了解
到，《“十三五”全国旅游公共服务规
划》正式发布。根据规划，“十三五”期
间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任务将包
括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旅游交通
便捷服务体系、提升旅游公共信息服
务、大力推进厕所革命、构建国民旅游
休闲网络、加强旅游惠民便民服务、构
筑旅游安全保障网、优化旅游公共行
政服务、推动旅游公共服务走出去。
规划重点部署了未来旅游公共服

务发展的16项重点工程，包括优化提
升“12301”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
台；构建中国特色旅游服务中心体系，
实现游客集中区域的旅游服务中心全
覆盖；完善旅游景区主要交通连接线，
构建旅游“快进”交通网络，推进旅游
“最后一公里”建设，实现旅游目的地
内部交通无缝衔接,到2020年，基本实
现高速公路等一种及以上“快进”交通
方式通达4A级景区，两种及以上通达
5A级景区；推动跨区域旅游休闲绿道
建设，构建覆盖主要旅游城市和旅游
区的绿道“慢游”系统，到2020年，建成
完成 20条跨区域自行车旅游休闲绿
道，全国总里程达到5000公里；开展旅
游观光巴士示范工程，完善城市游览
服务，满足自助游、一日游需求等。
此外，规划还提出，到2020年，全

国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累计完成10
万座；主要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

游线路、旅游步行街区、乡村旅游点等
游客集中区域的旅游厕所全部达到A
级标准；旅游厕所地图覆盖所有A级
旅游厕所；无水冲、泡沫节水、微生物
降解等厕所技术得到广泛应用；4A级
以上旅游景区80%以上的旅游厕所实
现生态化；所有5A级旅游景区全部具
备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
“十三五”期间，我国还将实施国
家旅游风景道公共服务示范工程、自
驾车旅居车营地公共服务示范工程、
旅游区（点）道路交通标识体系优化工
程、旅游安全与应急救援示范工程、A级
旅游景区视频监控工程、乡村旅游公共
服务工程、红色旅游公共服务工程、旅游
志愿者服务管理工程、旅游公共服务标
准化工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工程
等工程，为广大游客提供体系完备、门类
齐全，规范标准、优质高效，便利惠民、安
全舒适的旅游公共服务。

●什么是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可以简单理解为“家庭
卫生间”。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共同外出，
其中一人的行动无法自理，就会遭遇如厕
尴尬。为了解决这一部分特殊对象如厕不
便的问题，比如女儿协助老父亲，儿子协
助老母亲，母亲协助小男孩，父亲协助小
女孩等情况，便设立了“第三卫生间”，它
有助于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有助于体
现“厕所革命”的人文关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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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
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
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
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
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
国务院近日公布《“十三五”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对于将面
对的形势，规划提到，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
障支出将持续增长；农村实际居住人口老
龄化程度可能进一步加深。规划认为，涉老
法规政策系统性、协调性、针对性、可操作
性有待增强；城乡、区域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体系建设不均衡问题突出；养老服务有
效供给不足，质量效益不高，人才队伍短
缺；老年用品市场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老龄
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社会参与不充分，基
层基础比较薄弱。
规划提出目标，到2020年，老龄事业发
展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养老体系更加健全
完善，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城镇职工和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0%，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政府运
营的养老床位数占比不超过50%，护理型床
位占比不低于30%,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
理率达到70%，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

人口比例达到20%以上，老年志愿者注册人
数占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2%，城乡社区基层
老年协会覆盖率达90%以上。
规划提出了八个方面主要任务。一是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保险制
度，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探索建立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健全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
制度，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二是健全养老服
务体系。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推动
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三
是健全健康支持体系。推进医养结合，加强
老年人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发展老年医
疗与康复护理服务，加强老年体育健身。四
是繁荣老年消费市场。丰富养老服务业态，
增加老年用品供给，提升老年用品科技含
量。五是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推动设施
无障碍建设和改造，营造安全绿色便利生
活环境，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六
是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发展老年教
育，繁荣老年文化，加强老年人精神关爱。
七是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培育积极老龄
观，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老年志愿
服务，引导基层老年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八
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完善老龄事业法
规政策体系，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加
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 据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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