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控流感 11 月是流感等各类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
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研究员彭质斌

提醒，做好今年秋冬季流感防控工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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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大戏 11月第一场“天象大戏”即将上演。天文
科普专家介绍，3日天宇将迎来木星冲日，这

是一年中观测木星的好时机。 新华社发

护佑人民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负责人谈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人民健康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务院新闻办1
日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等有关负责人围绕“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护佑人民健康”主
题介绍了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公立医院的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直接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就医体
验。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至 9月，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
疗人次达到 51.1 亿，医疗卫生机构的
出院人次达到 2.2 亿，医院病床使用率
达到80.2%。

“从这些统计数据上看，无论是跟
去年同期相比，还是跟 2019 年新冠疫
情发生之前相比，老百姓的看病就诊
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医疗卫生服务
供给效率得到持续提升。”国家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雷海潮说。

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直接面对人民群
众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是最基本的
公共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主
任王斌介绍，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
年，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 8988

万 65岁及以上老年人、1.1亿高血压患
者、3763 万 2 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
管理服务，较 2022 年同期分别提高
40%、3.3%、6.9%。

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推
进健康中国行动，是倡导文明健康生
活方式、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载体。
雷海潮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
党成功地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
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对于改
善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群众健康素
养、提升老百姓健康水平发挥了积极
作用。

雷海潮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抓好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打造城乡人居的

“新面貌”；普及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实现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再提升”；
探索社会健康管理新模式，跑出健康
中国建设的“加速度”；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激发社会参与的“动力源”。

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遏制重大传染病、筑牢公共卫生防
护网是护佑人民健康的重中之重。现
阶段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
有哪些，防控情况如何？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
局局长王贺胜介绍，目前，我国艾滋
病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实现基本阻
断，抗病毒治疗覆盖比例达 90%以

上，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水
平；全国结核病发病率稳步下降；病
毒性肝炎新发感染者数量大幅减少；
部分重点寄生虫病实现控制与消除的
目标，全国452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全部
达到传播阻断标准。

“我国正推进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
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逐步实现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与疾控信息系统数据自
动交换。”王贺胜说，针对新发突发传
染病和重点传染病，我国持续完善传
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和疫情应急预案体
系，加强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应急处
置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

免疫规划工作是我国疾病预防控制
事业的重要环节。据介绍，我国适龄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0%
以上，多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发病
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当前，中央财
政每年专项投入超 30亿元，国家免费
向居民提供的免疫规划疫苗增加到

“14 苗防 15 病”。不少省份结合实际，
不断扩大本省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

妇幼健康水平及中医
药服务能力持续提高

“十四五”以来，我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健康儿童等系列行动计划，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高。2022
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5.7/10 万，婴

儿死亡率为 4.9‰，5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为 6.8‰，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位
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持续
“保安全、破难点、促发展”，有效保
障妇女儿童健康权益。一方面将不断
优化妇幼健康服务，巩固完善母婴安
全保障制度，聚焦儿童近视、肥胖、
出生缺陷、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等难
点问题实施一批专项行动。另一方面
将推进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档升级，
加快实现“省、市、县级均有一所政
府主办的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目
标，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
具有独特优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
成员、国家中医药局局长余艳红介
绍 ， 目 前 ， 我 国 已 建 立 起 覆 盖 省、
市、县、乡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截至
2022 年底，县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
达 87.78%，全国已有中医馆 4 万余
个 ， 99.5% 的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99.4%的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中医药服
务。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中医药局将
会同有关部门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
重大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
计划，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的规范化
水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看中医的可
及性、公平性、便捷性。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月 5日至 10日在上海举行，这将是
新冠疫情后进博会首次全面恢复线下
办展。目前，已有超过 3400 家参展商
和 39.4 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全面
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本届进博会将有哪些看点值得期
待？“新华视点”记者带你先睹为快。

看点一：参展的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数量均超过历届

据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第六
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约 36.7
万平方米，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数达289家，均超过历届水平。

特装展占比是衡量展览质量的重要
指标。据介绍，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
展特装展台面积占比近9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国首个自
贸试验区——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十周年。中国馆面积增至
2500 平方米，规模为历届之最，将设
立“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成就展”，
全面展示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实践和建
设成就。

“展会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体
现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和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展现出中国
同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王孝松说。

看点二：进博会“朋
友圈”持续扩大

本届进博会预计将迎来 154 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涵盖最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老朋友”纷纷回归，约 200

家企业连续6年签约参展。
罗伊·范登克是新西兰纽仕兰乳业

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今年准备展出的
新品很有“进博缘分”。他说，纽仕兰
牛奶在首届进博会上受到欢迎，如今
依托贸易便利化政策诞生的“新西兰
72小时鲜奶”有了升级版。

——“新面孔”不断加入。本届进
博会，国家展有 11 个国家首次参展，
34 个国家首次线下参展；企业展吸引
了近 20 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以及500多家中小企业首次签约参
展。

美国科技企业亚德诺在技术装备展
区一口气拿下300平方米展位，计划重
点展示边缘智能等前沿科技。“中国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升级，以
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为
我们提供了大机遇。”亚德诺中国区销
售副总裁赵传禹说。

看点三：超400项新
产品、新技术、新服
务将集中亮相

超400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将集中亮相，进博会成为各国创新创
造的大秀场。

——首秀引领创新升级。美国医疗
科技企业GE医疗是进博会的常客，今
年将有近 30款融合全球智慧和中国创
新智造的产品，其中有 10款在中国首
发首展，诸如在癌症诊断上可全核素
精准定量的光谱数字 PET/MR，可揣
在社区医生口袋里的小型口袋超声
Vscan Air……

“本届进博会上，多种先进医疗器
械、创新药、能源低碳设备、智能工
业装备、新能源汽车、高科技美妆产
品、高品质食品等将进行全球首发、

亚洲首秀、中国首展。”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说，新款氢燃料
电池换热器、全球首款主动提供动力
的假肢膝关节、基于分子影像技术的
胰腺癌精准诊治解决方案等将精彩亮
相。

——智能科技刷新体验。这次参展
的观众，将有机会与机器人来一场乒
乓球“人机对抗”。欧姆龙第八代乒乓
球教练机器人，借助双向语音沟通，
能与人类沟通训练想法，智能规划对
打方案，像专业乒乓球运动员一样，
打出高质量的上旋球、下旋球。

透过进博会这扇窗，全球智能创新
成果变得触手可及。高通将带来第三
代骁龙 8 旗舰移动平台，进一步呈现
5G和AI为手机、汽车、可穿戴设备等
各类终端带来的新体验。

——绿色理念加速传递。本届进博
会上，施耐德电气将通过覆盖 14大行
业的零碳应用场景和升级版的“零碳
城市”图景，全方位展示企业最新数
字化技术。“我们将继续携手产业链上
下游，以绿色‘加速度’迈向高效与
可持续，共同推动数字化与绿色低碳

‘双转型’。”施耐德电气执行副总裁、
中国及东亚区总裁尹正说。

作为塑料和橡胶机械制造商的克劳
斯玛菲，将展示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克劳斯玛菲集团
首席执行官李勇说：“通过进博会平
台，我们将进一步了解用户需求，持
续进行技术研发，为中国市场提供优
质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看点四：与最不发达
国家分享发展红利

通过进博会，喜马拉雅山南麓孟加
拉国的黄麻手工艺品，受到了中国消
费者的青睐。

黄麻编织的地毯、箩筐、装饰品等

手工艺品，具有浓郁文化元素和天然
可降解特点。“在孟加拉国，很多乡村
的贫困家庭没有工作机会，尤其是妇
女几乎找不到有收入的工作，但通过
编织黄麻制品，她们有了让孩子上学
的收入，有机会以教育告别世代的贫
穷。”孟加拉国达达公司创始人萨夫
说，进博会和中国市场让这些家庭有
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萨夫说，更重要的是，进博会帮助
孟加拉国引进了服装投资贸易公司，
中国面料可以在孟加拉国进行加工，
服装销售到欧美国家，从而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

进博会是国际公共产品，也为最不
发达国家提供机遇。在今年国家展
中，69个国家里面有16个是最不发达
国家，企业展里面有 29个最不发达国
家。来自最不发达地区的各色农副产
品、手工艺品，将悉数登场。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进博会还通过
提供部分免费展位、补贴和展品留购
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推动当地特色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从首届开始提供
两个免费展位，到目前的四个标准展
位，政策支持的力度进一步增加，让
最不发达地区的产品更有关注度。”国
家会展中心 （上海） 党委副书记时煌
军说。

“许多产品从刚开始默默无闻到名
声大振，正是借助进博会找到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提振了发展的信心。”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表
示，进博会向最不发达国家发出邀请
函，旨在与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以
求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彰显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新华社上海11月1日电

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报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报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第六届进博会有哪第六届进博会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些看点值得期待？？

即将迎来第六届进博会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10月24日摄，拼接图片）。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预计将迎来154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 新华社记者 刘 颖 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日
前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
款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
定》），取消和调整工业和信息
化、住房城乡建设等领域33个罚
款事项，其中，取消16个罚款事
项，调整17个罚款事项。取消罚
款事项的，自《决定》印发之日
起暂时停止适用相关行政法规和
部门规章中的有关罚款规定；调
整罚款事项的，按照修改后的相
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的有关
罚款规定执行。

《决定》取消的16个罚款事
项，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2个、
教育部2个、住房城乡建设部5
个、中国人民银行3个、国家林
草局1个、国家邮政局1个、国家
疾控局2个；调整的17个罚款事
项，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1个、
应急管理部1个、国家新闻出版
署13个、国家疾控局2个。这些
罚款事项主要集中在与企业和群
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取
消和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切实减轻

企业和群众负担。
取消和调整的罚款事项共涉

及7部行政法规和6部部门规章。
《决定》对取消和调整罚款事项后
的立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
务院有关部门要自《决定》印发
之日起60日内向国务院报送相关
行政法规修改方案，并完成相关
部门规章修改和废止工作，部门
规章需要根据修改后的行政法规
调整的，要自相关行政法规公布
之日起60日内完成修改和废止工
作。考虑到修改和废止部门规章
有30日的征求意见期限，规定因
特殊原因无法在上述期限内完成
部门规章修改和废止工作的，可
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
得超过30日。

《决定》强调，罚款事项取消
后，有关部门要依法认真研究，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着力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完善监管方法，规
范监管程序，提高监管的科学
性、简约性和精准性，进一步提
升监管效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徐 壮
下课铃响了，本该热闹的学

校操场却静悄悄的。课间十分钟
不允许孩子到户外活动，甚至除
了去洗手间不能出教室，目前成
了一些学校的规定。

这些所谓的规范，详细规定
孩子们课间十分钟的活动范围、
活动种类、声音大小，同时还规
定班主任的监督职责并与班分的
扣罚挂钩，貌似理由充足：课间
打闹可能出安全事故，有序的课
间更显校园文明等。然而，怕孩
子出问题，怕被追责，就采取限
制学生课间外出活动这种“省事
儿又保险”的方法，实则是一些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懒政。

两年多前，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明确提出遵循教育规律，着
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
息权利。课间休息十分钟，是孩子
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学校应当把
立规定则的心思，更多地用在关爱
学生、提升管理水平上，而不是牺
牲孩子的课间休息时间，更不能剥
夺孩子到操场上跑一跑、跳一跳、
喊一喊、笑一笑的权利。

正处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需
要奔跑跳跃，需要放松双眼，需
要阳光雨露。囿于教室、教学楼
中，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温室花
朵，是越来越多的“小胖墩”“小

眼镜”“过敏娃”。
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你来

我往的社交活动，不是成年人的
特权，而是所有人的必需。玩闹
更是孩子的天性，是他们认识世
界、探索世界的方式。紧张课程
之余，让孩子轻松自在几个“十
分钟”，才能更好地专注于课上的

“四十分钟”，更好地为追逐星辰
大海做好准备。

保证孩子享有课间十分钟，
改变课间“圈养”现象，需要相
关部门和家长互相理解，携手合
作。相关部门应细化校内安全事
故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学校和
老师的责任；学校和老师应加强
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指导孩子进
行有益的课间活动，采取增加防
护设施、派设巡查老师等安全措
施；家长应充分理解、信任学校
和老师，出现问题积极沟通，依
法理性维权。

课间十分钟多么短暂又多么
珍贵。和同学聊天、结伴去小卖
部、在操场嬉笑打闹……五彩缤
纷、喧嚷活泼的一个个“十分
钟”，组成了许多人难忘的校园生
活，多年后仍倍感温馨。应该把
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让他们也
能传续这份闪耀着金光的人生记
忆。欢声笑语的课间，是学校靓
丽的风景，也一定是家长们心头
的期盼。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

国务院印发《决定》
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