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10月14日 星期一要闻2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一版责编/杨 阳 靳 玮
编 辑/惠逸伦 孟繁羽
本版责编/李 征

中国极地考察自1984年拉开帷幕，已

走过40年光辉历程，一代代极地工作者勇

斗极寒、拼搏奉献，取得丰硕成果。

眼下，一批80后、90后已成长为极地考

察的中坚力量。作为新一代“极地人”，中国

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考察站管

理中心副主任王焘是其中的一员骨干。他

常年工作在南极科学考察一线，先后参与多

项国家极地科考重大任务。

初识极地

曾经，极地对王焘来说，也是一片停留

在书本上的神秘区域。2011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让他决定成为一名光荣的“极地人”，

并于当年11月加入中国第28次南极考察

队，前往位于被称作“人类不可接近之极”南

极冰穹A区域的昆仑站执行考察任务。

当时的王焘还是队伍中最年轻的队员，

他一直记得第一次穿越南极内陆所见到的

情景，“我们需要把燃料、物资、科研设备等

从中山站运输到昆仑站。往返近60天，每

天都要开10多小时的重型雪地车。从车里

向外望去，满眼都是冰雪，那一刻仿佛来到

另一个星球，对内心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昆仑站所在区域年平均温度达到零下

56℃，还有缺氧、低压等严酷考验。机械专

业出身的王焘担任内陆驾驶员，“一旦遇到

极端的暴风雪天气，可见度几乎为零，因

此，必须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保持神经高

度紧张”。

极地穿越，最害怕的是车辆出问题。“修

车要一些精细的工具，人不可以戴厚的手

套，基本都会被冻伤。但为了不耽误任务进

度，根本顾不了这些。”让王焘记忆犹新的

是，一次内陆队行进中雪地车不巧发生故

障，本来只需要机械师修理，没想到全体队

员都出舱陪着他们，“零下30℃的情况下，大

家都围了过来，帮我们挡风、拿热水，无论如

何都想帮上点忙，让机械师们早点干完。那

一刻，我真切感受到科考队员之间的情谊，

大家团结友爱、齐心协力，共同闯过难关”。

抵达昆仑站后，王焘和队员们立刻争分

夺秒工作，为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后勤保障。

最终，这支队伍经受住了极度严寒、极度缺

氧等严酷自然条件和高风险、高难度工作的

多重考验，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成为骨干

南极的夏天是科学考察的黄金窗口期，

“为了争取夏季作业时间，我们科考队伍一

般都是每年10月底或11月从国内出发，第

二年4月回来，平均每次历时5个月左右。”

如今，8次赴南极科考的王焘已成长为一名

骨干。

对于“极地人”而言，越冬更是一场漫长

考验。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王焘在

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等考察站点连续执行近500天任务。他出发

的时候，儿子还不满6个月。在极地期间，王焘和家人只能通过电话

和网络视频缓解思念情绪。“这种情况在科考队里很常见，不算什

么。”王焘告诉记者，“越冬确实很苦，人要承受漫长极夜带来的压抑

感和寥寥数人的孤单感，但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辈相比，我们的

保障条件已经好得太多了。”

今年2月7日，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开站，填补了中国

在南极罗斯海区域的考察空白。罗斯海被喻为“最后的海洋”，这里

保存了地球最后一块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岩石圈、冰冻圈、生物圈、

大气圈等典型自然地理单元集中并相互作用，是开展南极科学研究

的理想之地。秦岭站的建成将为我国和全世界科学工作者持续探索

自然奥秘、勇攀科学高峰提供有力保障。

作为中国第39次南极考察队临时党委成员，王焘也参与了秦岭

站的建设任务，与整支团队一起在狂风、极寒的严酷条件下，不分昼

夜奋战68天，高质量完成既定建设任务，为该站的后续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

“秦岭站主体设计为南十字星造型，设计理念源自中国航海家郑

和下西洋用来导航的南十字星。”王焘告诉记者，“形状像中国结，又像

南十字星，有中国自己的文化，又非常有南极的特点。整个科考站是

5000多平方米的一体化建筑，体现了我们在南极工程建设的实力。”

除了负责南极现场工作及极地重大项目外，王焘在极地考察制

度化建设、装备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取得多项重要突破。作为主要

起草人，先后参与编写《中国南极考察站安全体系文件》《极地考察站

油料作业安全生产规范》《极地考察站电气安全管理规范》等10余项

制度和标准化文件，现已全部颁布施行。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他们

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雪豹”系列我国首批极地重型载具及工程装

备，实现了在南极内陆的全面测试与各项验证，为打破国外特种载具

及装备的技术壁垒，加速我国形成极地全天候、全场域、全功能的内

陆考察与保障能力奠定重要基础。

“极地考察是一项年轻的、极具创新开拓特色的国家事业，急需

青年人投身其中。”王焘表示，希望更多青年人关注、支持、投身于极

地考察事业，共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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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王焘，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考察站管理中心副

主任，负责国家极地重大项目组织及实施，从事与中国极地考察支
撑保障相关的规划编制、现场建设、管理运维等专业工作。8次参
加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在南极考察站单次连续工作时长近500

天，多次获评中国南极考察队优秀考察队员、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年度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

在南极科考一线的王焘。 （采访对象供图）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显

著，银发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老龄化到底影响了什么？随

着20世纪60年代出生人群进入60岁左

右，这一群“6060”新生代老年人和过去

的老年人有啥不同？将撬动怎样的银发新

市场？

在日前举行的2024第二届中欧老龄产

业创新论坛上，围绕发展银发经济的机遇

与挑战，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专

家提到，转变认知，或许是发展银发经济

的第一步。

老龄化带来的不只是人口
结构变化

截至2023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4.1

亿，60周岁以上2.97亿，65周岁及以上人

口数为2.17亿，分别占总人口的21.1%和

15.4%。

“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将进入加速

期，预计到2035年，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

4亿，占总人口的40%。”论坛上，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表示，就我国国情而

言，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

快，已成不争的事实。

学术研究证明，老龄化加剧通常伴随

经济增速下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

会计学教授芮萌援引多组数据揭示，随着

老龄化程度加深，各国人均不变价GDP增

速确实出现减缓。“从回归分析看，一个国

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每上涨1%，这个国家

的GDP将下跌0.27%。”

面对老龄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全球大趋

势，如何让经济逆势上扬？20世纪70年

代，日本开始使用“银发族”一词，并由

此衍生出银发消费、银发产业、银发商机

等概念。此后，欧美和亚洲等多个国家也

陆续提出银发经济、长寿经济等概念，新

加坡提出了“乐龄”概念。

“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只是人口结构变

化，而是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塑性转

变，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按照中国

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

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的看法，今后几乎所

有产业都要为老龄社会做转型和细分。“银

发经济应当是多维度的，产业链长，涵盖老

年人全生活领域；生态圈大、涉及面广，以

老年人为中心，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家庭及国内国际等多主体。”

从为老延伸至备老，银发经
济内涵更广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

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

中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

“从概念上讲，银发经济并不等于传统

养老。”吴玉韶直言，要将银发经济与养老服

务业、养老产业和老龄产业区分开来。“银发

经济的标准更高，是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转

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同时，银发经济

的内涵也更广，可以从为老延伸至备老，人

从40岁开始即可进入备老阶段。”

同时，这一代老年人也与以往有了很大

不同。吴玉韶表示，从对“6060”新生代老年

人的画像可以发现，这个人群具有较强消费

实力和较高消费意愿，追求时尚品质，愿意

为自己消费，且具备较强的信息化能力。

这些特征，隐含着无限的商机和潜能。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课题组预测，在人均消

费水平中等增速背景下，2035年我国银发

经济规模可达19.1万亿元，占总消费比重为

27.8%，占GDP比重为9.6%；2050年银发经

济规模为 49.9万亿元，占总消费比重为

35.1%，占GDP比重为12.5%。

科技遇见“银发”，将产生更
多变量

银发经济既是已老经济也是备老经济，

即有机遇也充满着挑战。目前，我国银发经

济规模已达到7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约

为6%。市场新需求正加速释放银发经济新

功能，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其

中，健康业、制造业、精神文化业成为重点赛

道。各类防治老年病的医药、照护机器人、

营养特医产品以及养老服务、智慧养老企业

等皆持续迭代创新。

“从养老到享老，老年人物质追求有止

境，而追求精神文化需求则无止境。”吴玉韶

表示，顺应“6060”新生代老年人的新特点，

养老也将从生存必需型向未来的享受型、发

展型、参与型发展。“学习是未来最好的养老

方式，与养老机构的床位相比，老年大学的

座位或许是一种更积极、更主动、更经济的

养老选择。”

吴玉韶同时提到，科技发展将给银发经

济带来更多变量。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生物技术及医疗产品、康复辅助器具

等，与物联网和数字经济融合，将展现出更

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应用前景。

我国银发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

“    ”新生代老年人将由养老变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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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记者昨
天从申通地铁获悉，上海轨道交通

2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9标盾构机近

日顺利始发，执行墨江路站—澄江

路站区间下行线隧道的掘进任务。

墨江路站—澄江路站区间下行

线盾构机出站后，一路将穿越吴泾

化工部分生产区域、河道及驳岸，对

工程质量把握要求较高。项目参建

单位将严格控制掘进参数，持续关

注盾构掘进和管片拼装，全过程确

保盾构施工风险可控，在保障安全

质量的前提下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23号线一期工程自闵行开发区

站至上海体育场站，线路全长约

28.6公里，串联闵行开发区、紫竹高

新区、吴泾转型区、徐汇滨江等沿线

多个重要功能区。目前，23号线22

座车站全部实现管线、市政配套开

工，20座车站及澄江路车辆段实现

主体工程开工。

墨江路站—澄江路站区间盾构机顺利始发

轨道交通  号线一期工程有新进展

这已是纽约知名买手店3NY的主理人

MarvinRevells第N次来到上海时装周了。

2025春夏上海时装周开幕后，记者又一次

在MODE上海服装服饰展上碰到他。为何

每次都愿意长途跋涉来沪？他的回答很直

接：因为每次来得都很值。

2025春夏上海时装周正在上海举行，

以城市为舞台，多场大秀连番上演，多个贸

易订货展全面开花，上海时装周的国际“朋

友圈”越来越热闹，展现出蓬勃向上的“迭新

之力”。

“我迫不及待想要把作品带
回纽约”

“时尚就是现在。”时装周开幕首日，

MarvinRevells就出现在上海，在MODE展

内逛了一圈后，他用“非常棒”来形容自己的

感受。

过去几天，他的行程满满当当，见到一

些新锐设计师，与相识的设计师碰头，还有

很多大秀要赶。他坦言，上海时装周里有不

少很“吸睛”的品牌，比如：过去几季他已与

品牌ChristopherRAXXY合作得相当愉快，

此次看到其新的春夏系列，又立刻买买买，

“我认为设计师非常有创意，迫不及待地想

让他的作品出现在我的店里。”

在MarvinRevells看来，一个顶级时装

周不仅仅是展示本土时装品牌的场域，更应

该是全球设计师的汇聚地和交流地，而上海

时装周做到了。以MODE展为例，今年的承

办地艺丰中心A区和B区两大核心创意空

间汇聚国内外近300个优质品牌，其中海外

品牌占比超过五成。参展方来自世界各地，

包括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传统时尚中

心，也有格鲁吉亚、乌拉圭以及东南亚各国

等 新 兴 时 尚 力 量 的 加 入 ，比 如 ：CHILA

BAGS通过可持续时尚实践，致力于推广哥

伦比亚工艺之美；SimpleRituals则以意大

利手工玻璃为特色，展现地中海传说与意大

利山水的灵感。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韩国设计师

朋友维奥莱特，她告诉我今年上海时装周

期间有一间showroom，我还看到了我们入

股的设计师品牌。”MarvinRevells认为，这

样一种开放互动的氛围，有助于时尚行业

健康发展。

上海时装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的城市品格，

也是上海时装周一以贯之的平台特质。今

年，英伦时尚先锋设计师品牌 Vivienne

Westwood重返时装周T台、意大利知名奢

侈品牌盟可睐Moncler首次与时装周携手，

国际“朋友圈”越来越热闹，其背后的深

层原因是时装周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成

为中国原创重要发声平台和全球最具活力

的时装周之一。正是这份坚持，吸引越来

越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知名品牌选择

与上海时装周合作，共同厚植这片孕育新

生力量的沃土。

展现蓬勃向上的“迭新之力”

除了一批“长青”品牌外，大量的新手设

计师品牌同样是一道风景线。

“AOYES凹是”是创立于2022年的品

牌，赶上了新中式的风口，从当下视角将中国

文化融入到时装中，试图打破传统高档时装

和东方文化之间的界限。虽然是一个新品

牌，但联合主理人刘炎松认为，上海时装周为

品牌提供了极大的展示空间。他介绍，2025

春夏“AOYES凹是”将诠释品牌世界观里的

“东方闺房”主题系列，“新中式里的‘新’是开

放、自信的，其魅力就在于它需要在历史传承

与创新中找到平衡，恰到好处地让消费者尤

其是年轻消费者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

从秀场到showroom，上海时装周通过

秀展联动打通创意变现的路径。诞生于

2021年的国货品牌偶得，以其独特的设计

理念迅速崭露头角；融合越南文化和美学的

代表SIXDO加入联动，主理人介绍，品牌将

在新天地秀场和MODE展呈现最新系列产

品，带来从T台到展台的全方位演绎。

就在这几天，第21季Ontimeshow2025

春夏订货会再登西岸艺术中心，5天展期中，

集中呈现最新一季的想象和创造，展现迭新

之力。Ontimeshow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此

次参展品牌增加到32个，既有品牌体系、设

计语言成熟的老朋友，也有势头强劲、处处

吸睛的新面孔，其中首度亮相的品牌达15

个。为了更好发现、培育独立设计师等时尚

产 业 人 才 ，订 货 会 6年 前 发 起“YOUNG

TALENTS”（YT）设计新人发现计划，本季收

到近百个品牌报名，入选品牌将从产品、供

应链、媒体、渠道等方面获得支持，还有机会

参与百联TX淮海2024年度企划活动。

多场大秀连番上演，多个贸易订货展全面开花

上海时装周国际“朋友圈”越来越热闹

MODE上海服装服饰展现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衣物洗涤熨烫、家居保洁美化、新

生儿和婴幼儿照护、月子餐制作、老人

生活照护康复服务、卧室衣帽间整理收

纳……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上海市巾

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上，来自全市

的家政精英们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

全面展现专业技能。

本次大赛共设养老护理员、母婴护

理员、家务服务员、整理收纳师四个比赛

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

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是对上海家政

服务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家政服务
技能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