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杰
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
国委员会副主席，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六届、七届
中央委员会主席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四届、五届会长，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克辉同志，因病于 2024 年 1
月 11日 15时 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6岁。

张克辉同志，原名张有义，台湾彰化人，1928
年 2月出生。早年就读于台湾彰化高级商业学校、
台湾师范学院。1948年至 1949年在厦门大学经济
系学习，后任解放军闽粤赣纵队八支四团十四独立
连连长、副政治指导员。1949 年至 1952 年间任福
建省安溪县人民公安队政治指导员、公安局股长，
中共福建省委土改工作队组长，参加过中共福建省
委干校、党校学习培训。1952 年至 1969 年任中共
福建省委统战部干事、组长。1969 年至 1973 年下
放福建省宁化县劳动，后任县革委会宣传组副组
长。1973 年至 1978 年任福建省革委会外事组翻
译。1978 年至 1982 年任福建省政协副秘书长，省
侨务办公室、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台盟福建省委会
主委，福建省台联副会长。1982 年至 1991 年先后
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省对台工作办
公室主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社会主义学
院院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1991 年
至 1997 年 任 全 国 台 联 会 长 ，台 盟 中 央 副 主 席 。
1997年后，历任台盟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台联
名誉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
曾兼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两岸台胞民间交流
促进会会长、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等职务。

张克辉同志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
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张克辉同志一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是坚定
的爱国主义者。他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侵略
者 的 压 迫 和 欺 辱 ，激 发 了 他 捍 卫 祖 国 尊 严 的 意
识。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后，他开始接受
进步思想并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二·二
八”游行。他在祖国大陆爱国民主运动的感召下，
更加坚定了为民族的前途与光明不懈奋斗的信
念，怀着对祖国大陆的向往，于 1948年秋考入厦门

大学经济系。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他逐步接受
了革命思想，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并于 1948年
11 月加入厦门大学中共地下组织。1949 年 4 月，
他接受中共组织安排，毅然放弃学业，前往闽南山
区参加配合解放军南下的武装暴动，后又参加剿
匪斗争。在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中，更加坚定了
他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人生目标。新中国成立
后，他满腔热忱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后担任
统一战线领域多个领导职务，充分发挥在台胞中
的影响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爱国力
量，促进两岸交流交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
动，不遗余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张克辉同志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杰出领导
人。他多年担任台盟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带领全
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传承爱国爱乡光荣传统，夯实组织
发展基础，悉心培养后备力量，有效发挥台盟优势
作用。他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和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
究，先后就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
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等提出
意见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充
分肯定。他带头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对台工作
大政方针，广泛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
针，旗帜鲜明反对“两国论”、“一边一国”等“台独”
分裂言论，与“台独”分裂势力坚决斗争。他发挥
台盟亲情乡情优势，广泛联络岛内外各界人士，宣
传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搭建两岸经贸往来桥
梁，推动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助力两岸经济社会
发展。2005 年他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台盟中央领导
职务的请求，以身作则推进台盟中央领导班子的
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他
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关注统一战线
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深受全体台盟盟员和广
大台胞的尊敬和爱戴。

张克辉同志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他热爱人民政协事业，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
期间，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
协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围绕党和
国家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退出领
导岗位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的改革和
发展。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他认真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他注重发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的桥梁
纽带作用，加强与岛内台胞交流交往，增进与海外
华侨华人的沟通联络，不断巩固扩大反“独”促统
力量。他长期担任全国台联会长，积极开展同海
外和岛内台胞的联谊工作，了解反映台胞心声，推
动落实惠台政策，关心支持台商在大陆创业发展，
积极维护台胞合法权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广
泛团结台胞、增进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等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作为中华妈祖文化交流
协会会长，积极推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合作，注重
发挥民间信仰在两岸交流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弘
扬中华文化是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不断深
化两岸同胞情感融合。

张克辉同志是著名作家。他一生爱好文学，
秉持家国情怀，关注台胞群体，笔耕不辍，先后出
版散文集《故乡的云雀岗》、《深情的海峡》等。在
与“文化台独”的斗争中，他创作了《台湾往事》、

《寻找》、《湄洲岛奇缘》、《走不尽的台湾路》等多部
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台湾社会题材的文学剧本。其
中，根据《寻找》改编的电影《云水谣》，被评为 2007
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荣获第十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特等奖。他创作历史题材文学剧
本《啊！谢雪红》，展现了台盟首任主席谢雪红为
反抗外来侵略、实现祖国统一顽强奋斗的一生，反
映了台盟的建盟初心，有力驳斥了“台独”谬论。

张克辉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
生。他作风民主、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实事求是，
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他将个人命运和中华民族
的兴衰融为一体，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为多党合作事业鞠
躬尽瘁，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懈奋斗。他高尚
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
怀念。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张克辉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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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3 月 6 日，张克辉同志参
加 全 国 两 会 新 闻 中 心 举 行 的 首 次
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

2014 年 1 月 22 日，中共
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
谈 会 。这 是 习 近 平 同 志 与
张克辉同志握手。 新华社

2002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这是江泽民同志和
张克辉同志握手。 新华社

2003年 1月 26日，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这是胡锦涛同志和
张克辉同志握手。 新华社

2003 年
4 月 11 日 ，
张克辉同志
在国务院召
开的座谈会
上发言。

新华社

2005 年
3 月 16 日 ，
台湾民主自
治同盟中央
委员会在北
京召开学习
贯 彻《反 分
裂 国 家 法》
座 谈 会 。这
是张克辉同
志在座谈会
上发言。

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
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国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
济发展的专门文件。

实际上，2024年开年，1月 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就研究了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政策举措。
不久，意见就作为国办 2024年 1号文件对外发布。

国家为何这么重视发展银发经济？
一方面，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近
3亿人。专家预测，一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化程度
将不断加深。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不断增进
老年人福祉，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蕴含着发展新空间。面向
老年人及家庭的银发经济，有望成为推动国内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支柱。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
态多元。据相关测算，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
亿元左右，占 GDP 比重大约为 6%。到 2035 年，银发经
济规模有望达到 30万亿元左右，潜力巨大。

“银发经济”不是新名词了，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意
见对银发经济作出明确定义：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
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

这也意味着，虽然老年人是银发经济活动的主体，
但发展银发经济兼顾“为老”和“备老”，具有很强的前
瞻性。

纵观这份意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得
非常充分，特别是突出老年群体关注的重点领域、薄弱
环节。

做饭太麻烦，吃饭将就一下；腿脚不方便，医院能
不去就不去……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老年人诉
说诸多不便。

为了解决老年人的急难愁盼，意见提出一系列切
实措施。比如，外卖平台、物流企业可以参与老年助餐
配送，方便老年人足不出门就吃上放心饭，同时还支持
各地按规定对享受助餐服务的老年人给予补贴或发放
老年助餐消费券。此外，生活用品代购、家政预约、代收

代缴、挂号取药等老年人生活服务有望得到更好满足。
针对老年人关心的日常活动场所较少等问题，意

见也有详细部署，并首次明确新建居住区按照人均用
地不少于 0.1 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国家还将建设改造一批社区便民消费服
务中心等设施，打造一批让老年人放心消费、便利购物
的线上平台和线下商超。

除了日常生活需要，老年人也希望日子过得更有
品质。

冬日的海南三亚，老年康养中心一房难求；安徽池
州，600 多所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丰富艺术课程；辽
宁沈阳的北陵公园，玉带河天然冰场上，老年人冰球竞
技好不热闹……

面对老年人需求结构逐步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
变，意见提出了建设国家老年大学，发展面向老年人的
文学、广播、影视、音乐、短视频等内容行业，加强球类、
棋牌等活动场地建设等系列措施。

从实物到服务，再到文化、艺术、体育、休闲等，国
家更加重视老年人的多层次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高品质的需求，需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
规划布局 10 个左右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培

育银发经济领域龙头企业，着力培育和发展智慧健康
养老、康复辅助器具、抗衰老、适老化改造等一批未来
前景明确的潜力产业……国家聚焦培育高精尖产品和
高品质服务模式打出组合拳。

当下，围绕适老化改造、智慧健康养老的新技术新
产品不断涌现：一键通呼叫、智能烟感等设备，为老年人
提供监测、预警等自动化服务；智能护理机器人、家庭服
务机器人等前沿产品加快落地；智能升降沙发、防走失
定位鞋、气囊防摔衣等全方位呵护老年人生活……

可以期待，随着意见的出台和落地实施，能满足老
年人更多个性化、品质化需求，银发经济将迎来快速发
展、成色十足的新阶段。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2024年国办1号文

为何重视发展银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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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1月17日电 1 月 17 日 22 时 27 分，搭载天舟
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发射（如图）。约 10 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
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七号货运飞
船将与在轨运行的中国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七号

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
验 装 置 等 物 资 ，并 为 神 舟 十 七 号 航 天 员 乘 组 送 去 龙 年 春 节 的

“年货”。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

的第 4次发射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31次发射任务，也是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07次飞行。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