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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鲍琪社区新闻

——石景山区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口结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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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岳明）4 月 16 日，八宝山
街道三山园社区组织开展了中老年人趣味
运动会，运动会设有“纸捞金鱼”“掷沙包”

“计时投篮”“快乐拼图”等趣味性较强的项
目，吸引了 150 余名退休居民与老街坊的积
极参与。

“纸捞金鱼”考验眼力和手的协调能力，
“掷沙包”考验身体敏捷程度，拼拼图考验脑

力与手速，面对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年
过半百的老人们兴趣十足，即使“屡战屡
败”，也没有丝毫退缩，在比拼中玩出了精气
神和年轻态。

趣味运动会搭建了社区内老年朋友之
间相互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倡导健康生
活方式，丰富老年人体育文化生活，提高了
全民健身意识，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

●4月18日，五里坨街道组织辖
区10余户特扶家庭前往平谷赏桃花、
采摘一日游活动。计生特殊家庭老
人们在计生专干的全程陪同下，同赏
平谷桃花海，在大自然美丽的春光
中，他们一边欣赏迷人的风景，一边
聊天话家常。此次活动让特扶家庭
的老人们有了群体归属感，充分享受
老年的幸福生活。 杨子君

参加趣味运动 永葆年轻心态

简 讯简 讯

本报讯（通讯员刘婧妍）4 月 17
日，金顶街街道模南居委会组织社区

“老街坊”百余人到西山八大处开展
登山健身活动，提高社区居民身体素
质，增强凝聚力，弘扬“老街坊”的奉
献精神。

在登山过程中，大家有说有笑，
一边爬山，一边欣赏风景。沿途经过
长安寺、三山庵、大悲寺、龙泉庙、香
界寺、宝珠洞、证果寺，一路上“老街
坊”们感受着西山八大处悠长深远的
佛教文化。

破土而出的小草、姹紫嫣红的桃
花都在为登山的居民们加油鼓劲
儿。一路上大家相互搀扶、彼此照
应，相互鼓励、彼此加油，最终胜利登
顶。

通过此次登山活动，“老街坊”们
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进一步加强了社
区与居民之间、居民邻里之间的交
流，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对营造和谐社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春意盎然模南美
百人远足八大处

本报讯（通讯员朱婷）2017
年，石景山区立足首都城市战略
定位，深入推进“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加快疏解非首都
功能，实现了“基本无违法建设
区”的目标，有效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带动人口向外疏解。在经
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石景山区
人口也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发展
形态：常住人口规模持续减少，
人口结构不断优化。

人口规模：“疏整促”见成
效，常住人口持续减少

2017 年末，石景山区常住人
口 61.2 万人，同比减少 2.2 万人，
下降 3.47%。继 2016 年石景山区
常住人口首次出现人口减少拐
点后，常住人口减少趋势在 2017
年继续延续。

常住外来人口减少是常住
人口规模减少的主要原因，2017
年 底 石 景 山 区 常 住 外 来 人 口
17.8 万人，同比减少 1.2 万人，下
降 6.32%。自 2014 年以来，石景
山区常住外来人口呈现持续减
少趋势，累计减少 3.4 万人。常
住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

重 由 2014 年 的 32.62% 下 降 为
2017 年的29.08%。

就业结构：非首都功能有序
疏解，高精尖产业发展迅速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
进和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服
务业成为石景山区经济增长的
主导力量，“第二产业下降、第三
产业引领增长”的产业结构变化
趋势在石景山区人口就业结构
中得到体现。调查数据显示，
2017 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常住就
业人口占比为 14.85%，同比下降
2.39 个百分点，较 2014 年下降
5.98 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
的常住就业人口占比为 84.84%，
同比上升 2.13 个百分点，较 2014
年上升6.40个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一方面，“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加快了非
首都功能的疏解步伐，区域性市
场和近千家“散乱污”企业被疏
解，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等业态全
部退出，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就业人口
占比均呈现同比下降的趋势，分
别同比下降 2.99 个、2.10 个、1.34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高精尖产
业发展迅速，信息、金融、科技等
高 端 服 务 业 发 挥 重 要 支 撑 作
用。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的常住就业人口
占比均呈现同比上升的趋势，分
别 同 比 提 高 0.29 个 、0.86 个 和
1.26个百分点。

年龄结构：人口年龄分布变
化反映人口迁移变动趋势

受人口自然增长以及人口
迁移变动的综合作用，石景山
区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极化增
长趋势。一方面，随着生育政
策逐年放宽，少年儿童的比例
稳 步 上 升 ，2017 年 石 景 山 区
0-14 岁 人 口 占 比 为 9.2% ，与
2014 年 相 比 ，增 加 0.1 个 百 分
点。另一方面，受常住人口规
模减少，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
规模的减少以及生活水平、医
疗条件的提升等因素影响，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逐年
上 升 ，2017 年 这 一 比 重 达 到
15.0%,与 2014 年相比，增加 0.7
个百分点。这一现状造成社会

总抚养比的上升，由 2014 年的
30.5% 上 升 为 2017 年 的 31.9% ，
社会负担进一步加重，同时也
为养老资源配置、养老服务保
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化结构：人口素质稳步提
高，有效支撑经济转型升级

依托石景山区经济结构转
型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人
才的聚集效应，常住人口的受教
育水平显著提升。

调 查 显 示 ，2017 年 我 区 常
住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
以上的占比为 26.27%，同比上
升 0.31 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
为初中的常住人口占比同比下
降 1.10 个百分点。自 2015 年以
来，石景山区常住人口受教育
程度稳步上升，受教育程度为
本科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占比累
计上升 0.92 个百分点，受教育
程度为初中的常住人口占比累
计下降 2.10 个百分点。在劳动
力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人口素
质的提升，有效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为石景山区经济高端绿
色转型提供动力。

人口发展步入“新常态”

北京长庚医院健康教育知识普及
健康热线：010-88296363

骨质疏松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是社
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广泛
重视。北京长庚医院骨科医生提醒，与骨
质疏松有关的8大误区很容易被忽视，需
要引起重视。

误区误区 11：：骨质疏松是老年病骨质疏松是老年病，，与年轻与年轻
人无关人无关。。

40 岁以后，骨质逐渐变脆，患骨质疏
松或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机率增大。
但是，骨质疏松并非老年人"专利"。甲状
旁腺机能亢进、甲状腺机能亢进、糖尿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等
多为年轻人，这些人群中骨质疏松发生率
也不低。

误区误区 22：：骨质疏松治疗只能延缓其流骨质疏松治疗只能延缓其流
失失，，不能增加骨密度不能增加骨密度。。

根据临床治疗所见，有相当一部分骨
质疏松患者经合理治疗后，复查显示骨密
度上升，说明治疗不仅使骨质流失停止，
而且能够改善骨骼质量。治疗是标本兼
治的。

误区误区 33：：防治骨质疏松防治骨质疏松，，仅吃钙片就仅吃钙片就
足够了足够了。。

钙是保持骨骼强壮的关键物质，但并
非唯一所需。药物防治的目的是抑制骨
吸收和促进骨形成。保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常晒太阳也很重
要，而且是药物无法代替的。

误区误区 44：：吃几天药吃几天药，，就可以解决骨质就可以解决骨质

疏松问题疏松问题。。
关于药物治疗多长时间的问题，相当

一部分患者认为一两个星期足够了，最多
两三个月解决问题。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误区误区 55：：骨质疏松是小病骨质疏松是小病，，治疗无需小治疗无需小
题大做题大做。。

骨质疏松是一种症状不明显的，进行
性发展的疾病，医生将其形象的比喻为"隐
形杀手"。平时可以只是腰酸腿痛而已，一
旦发生脆性骨折，尤其老年患者的髋部骨
折，导致长期卧床，死亡率甚高。

误区误区66：：喝骨头汤可以防治骨质疏松喝骨头汤可以防治骨质疏松。。
很多骨质疏松患者认为补钙首选骨头

汤。有科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实验：用 5 公
斤猪骨头加上 5 公斤水，在高压锅里熬 10
小时，结果一碗骨头汤中的钙含量不过
10mg。而同样一碗牛奶中的钙含量达到
200mg，远高于一碗骨头汤。

误区误区77：：购买补钙产品盲目相信广告购买补钙产品盲目相信广告。。
钙产品广告让人目不暇接，更有甚者

宣称"原子钙，吸收好"，让人们觉得钙越小
越容易吸收。实际上，人体对钙的吸收利
用率和钙产品的颗粒大小无关，颗粒是否
具有生物活性才是关键。

误区误区 88：：骨质疏松治疗自己吃药就可骨质疏松治疗自己吃药就可
以了以了，，无需看专科医生无需看专科医生。。

对于已经确诊骨质疏松的患者，应及
早到正规医院，接受专科医生的综合治
疗。

带您认识骨质疏松的8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