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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兴 亮（身 份 证 ：14062119520624101X）不 慎 将 山 阴 县 玉
井 镇 王 老 沟 农 村 承 包 经 营 土 地 确 权 土 地 证 丢 失 ，代 码 ：
1406211002030000135，现声明作废。

朔 州 市 朔 城 区 新 益 仁 药 店 二 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603MA0GTD8P0X）不慎将药品经营许可证丢失，许可证号：晋
DB3490628（X），现声明作废。

声

明

“家门口”就医不仅要
“有”还要“优”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
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
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一项重要目标。

有序推进 13个类别的国家医学中
心和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落地实施，基本覆盖医疗资源薄弱省
份；着力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超75%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
力达到基本标准……近年来，国家卫生
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
沉，提升农村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
川表示，要更加着重于统筹区域内医疗
资源，科学合理网格化布局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推动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断巩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
的“第一道防线”。“当前，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正迈向从‘有’到‘优’、向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
健康司副司长陈凯表示，下一步将指导
各地进一步整合优化县域医疗卫生资
源，在体系上推动构建优质高效的组织
架构，在服务上推动提供整合型医疗卫
生服务，更好地保障城乡居民健康。

公立医院要强化公益导向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主体，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力量。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
医院改革，是深化医改各项任务的重中
之重。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指导 11个综合医改
重点省份因地制宜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30个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
展示范城市在关键环节创新突破，14家
委省共建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主要指
标明显改善。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年重点工作
任务》明确提出，推动各级各类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落实公立医院党委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公益性，扩大
普惠性，提高可及性。

部分省份努力降低老百姓看病成
本，不断彰显公立医院公益性。

下一步，如何继续强化公立医院公
益性导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一级
巡视员朱洪彪介绍，未来将从深入实施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和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制定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工作指导规则等方面不断推
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让更具性价比的医疗服
务惠及更多人

以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让
老百姓享受更具性价比的医疗服务是
深化医改的重要工作。

朱洪彪表示，今年将指导内蒙古、
浙江、四川等 3个试点省份开展深化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全省（区）试点，指导唐
山、苏州、厦门、赣州、乐山等 5个试点
城市进一步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新
机制。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也是规范
临床诊疗行为、减轻患者负担、降低医
院成本的有效举措：北京市深化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改革，66家定点
医疗机构推行 647个病组实际付费；重
庆市把符合条件的市级协议医疗机构
和各区县开展住院服务的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纳入实际付费……

据介绍，促进医防融合，推进医疗
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开展探索赋
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加快创新
药、罕见病治疗药品、临床急需药品审
评审批等，也将是下一阶段深化医改的
重要内容。 新华社成都电

群众健康获得感如何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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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4亿多人提供可及的优质
医疗服务，是中国深化医改的必
答题。

当前深化医改成效如何？还
有哪些重点任务需进一步突破？
群众健康获得感如何再提升？6月
22 日至 23 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
2024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
中国卫生发展会议上，多名业内专
家就医改话题，盘点既往清单，展
望下一阶段发力点。

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 唐健辉）
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4年宣传活动 6月
23日在山东济南启动。今年宣传活动
的主题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黄河保护法全面实施”。

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本
次宣传活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紧扣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聚焦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通过实地采
访和调查研究，反映山东省在推进黄河
保护法实施、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新成
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启
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山东
省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方面的有关情况。

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
从 1993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 30多个

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
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
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牵头组织，全国人大环资委、生
态环境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
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部分都市类
媒体参与采访报道。

中华环保世纪行2024年
宣传活动在山东启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田晓航 董瑞
丰）随着盛夏来临，高温高湿天气增多，
饮食对于健康的影响愈发凸显。专家提
醒，夏季不宜过度贪凉饮冷，可选择有养
阴清暑、补阳气、理气化湿功效的食物，
同时注意补水和预防食源性疾病。

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喝冷饮、吃
冰镇食品消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认为，夏季人们
往往出汗较多，容易导致人体脏腑内在
偏虚，此时如果过度贪食冰水、冰饮料
等冷饮，容易损伤脾胃，导致脾胃运化
功能失常，出现积食、腹痛、腹泻等；儿
童、孕妇、老人或慢病人群过度贪凉，容
易发生疾病或导致慢性病急性发作。

夏季怎么吃才健康？刘清泉说，除了
食用西瓜、绿豆等以养阴清暑，还可适量
使用生姜、胡椒、花椒等调味以补阳气，食
用山楂、陈皮等理气化湿，帮助调整脏腑
功能，“这样可以使暑湿不至于对人体造
成伤害，降低暑热对人体的影响。”

补水也是夏季饮食的“重要事

项”。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评估中
心副主任刘兆平说，大量出汗会使体内
的水分丢失增加，还会带走一些盐分。
因此，在运动前、中、后都应适当补充水
分，不能等口渴了再喝水；可选择白开
水、淡茶水或酸梅汤、绿豆汤等传统解
暑饮品，大量出汗之后可选择含有电解
质的饮料。此外，日常喝汤、食用水分
较多的水果也能达到补水的目的。

刘兆平特别提醒，高强度运动后喝
含酒精或咖啡因含量较高的饮料并不可
取，因为前者会引起胃部不适，增加排
尿，可能进一步引起运动后脱水的风险，
而后者可能进一步增加运动后的心血管
系统应激反应，进而引起其他不适反应。

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里，细菌、霉
菌容易滋生，食品若储藏、加工、食用不
当，就可能引发食源性疾病。如何确保
饮食安全？刘兆平说，预防食源性疾病
应遵循食品安全的五个基本原则：保持
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保证食品的
安全温度，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

夏季饮食要诀：

莫贪凉 善补水 讲卫生

服务服务 生活生活

新华社沈阳电 （记 者 高爽）
盛夏高温来袭，对人体皮肤发出“烤”
验，容易发生日晒伤。那么，引起日晒
伤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预防和治疗？

记者走访了辽宁省多家医院皮肤
科诊室，医生们表示近期因日晒伤前
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日晒伤是指
皮肤经强烈日光，尤其是中波紫外线
照射后发生的急性光毒性反应。因其
是一种非免疫反应，因此可发生于全
人群。”辽宁省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伟说。

李伟介绍，造成日晒伤的原因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皮肤在过强日光下
暴露时间过长，二是与个体皮肤易晒
伤因素相关。

“浅色肤质的人皮肤内黑色素含
量少，对紫外线的抵御能力低，因而易
晒伤；游泳、出汗后的湿化皮肤对紫外
线的反射和散射较少，不及时擦拭易
造成晒伤；服用四环素类、喹诺酮类、
磺胺类等光敏性药物，或过量食用芒

果、柠檬、胡萝卜、芹菜、香菜、芥菜
等 光 敏 性 果 蔬 ，也 会 增 加 晒 伤 风
险。”李伟说。

如何预防日晒伤？李伟提醒，高
温天气在户外活动前一定要做好防晒
措施。避免在户外长时间日晒。根据
实际情况，穿戴太阳镜、檐帽、长袖长
裤及防晒服或打遮阳伞进行防晒，皮
肤暴露处使用日光防护系数（SPF）大
于15的防晒霜，必要时应用防晒唇膏。

“有人认为阴天不会被晒伤，实际
上紫外线可穿透云层损伤皮肤，所以
阴天同样需要防晒。”李伟建议温度、
光线适宜时，可做好防护进行户外锻
炼，短时间接受日光浴，以提高对日光
的耐受性。

如果发生日晒伤该怎么处理？
李伟表示，轻微日晒伤患者可以局部
外用炉甘石洗剂、糖皮质激素霜、生长
因子凝胶等药物。“严重晒伤或有多发
性水疱、剧烈疼痛、有脱水征象者应及
时就医，不建议自行处理。”

专家支招盛夏预防日晒伤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田晓航
董瑞丰） 夏季天气炎热，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患者会受到哪些影响，又该
如何安度炎夏？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6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
提示，高血压患者应注意血压波动，坚
持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糖尿病患者应
注意监测血糖，食用水果宜适时适度。

“高血压患者夏季要密切监测血
压。”北京医院主任医师郭立新说，一
旦出现血压难以控制的情况，就应及
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

夏季人有可能出现出汗过多、体
液丧失过多的情况。对此，郭立新提
示，高血压患者应及时补充水分，适当
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如果应用的降
压药包括利尿剂或血管扩张剂，患者
更应注意血压波动，因为血压波动可
能导致老年患者跌倒，从而明显增加
骨折发生风险。

在应用药物控制血压的同时，生
活方式干预仍然非常重要。郭立新
说，伴有体重增加的高血压患者，减重

有利于血压控制。血压不太高的情况
下，适当运动可让血压趋于平稳，患者
宜选择在较为凉爽的早晚进行运动，
运动时宜保持心态平和。戒烟限酒，
低钠饮食，都有利于血压控制。

对糖尿病患者而言，生活方式、血
糖监测和并发症的筛查都非常重要。
郭立新说，夏季里，1型糖尿病患者应
注意饮水，避免出现脱水或者出汗过
多、水补充不及时的情况；2型糖尿病
患者除了注意肠道卫生、摄入食物的
热卡等以外，血糖监测也非常重要。

“任何一种水果糖尿病患者都是可
以吃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量。”郭立新
说，糖尿病患者在餐前或餐后立即摄入
水果容易使血糖持续升高，可在两餐之
间吃水果；可选择苹果、猕猴桃和樱桃
等升糖指数不高的水果，谨慎摄入西瓜
饮料、注意摄入量，因为西瓜虽然总体
糖量不高但升糖迅速；摄入水果后，有
条件时应适当运动；吃水果的同时宜多
吃纤维素含量高的食物，以避免水果里
的糖迅速吸收、影响血糖。

专家支招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安度炎夏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
科技自立自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
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力投身科
技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实现新突破，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

决定，对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
会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

根据《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经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
核，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报请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授予李德仁院士、薛其
坤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授予“拓扑电子材料计算
预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三
维流形的有限复叠”等48项科技成果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授予“集成电路
化学机械抛光关键技术与装备”等 8项

科技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
“绿色生物基材料包膜控释肥创制与应
用”等54项科技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授予“复兴号高速列车”等 3项科
技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授
予“‘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开发工程
关键技术与应用”等16项科技成果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耐寒抗
风高产橡胶树品种培育及其应用”等
120项科技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授予约翰·爱德华·霍普克罗夫特
教授等 10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党中央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
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及全体

获 奖 人 员 学 习 ，更 加 紧 密 团 结 在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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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
坚持“四个面向”，大力弘扬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
神，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支撑
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2024年6月24日）

这是6月23日拍摄的宁夏银川市典农河周边景色（无人机照片）。进入盛夏季节，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银川市迎来持
续晴好天气，城市建筑、湿地、河流绘就出一幅夏日湖城美景图。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6月23日，在山东省潍坊高密市井沟镇，自走式喷灌机在刚种植玉米的田间
作业。从山东省气象台获悉，预计6月下旬，山东无大范围强降雨，中北部地区仍
以高温少雨为主，大部地区气象干旱情况将持续。当地群众积极应对，全力开展
抗旱保苗工作。 新华社发 李海涛 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记者 范思
翔 勿日汗） 6月24日，由中央宣传部会
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开展的“铸牢
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在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正式
启动。中央和部分地方主要新闻媒体、
部分行业类媒体编辑记者代表共120余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媒体赴内蒙
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等地采访调
研，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各地区各部门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和创新

经验，深入报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特色举措和典型事例，阐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历史
逻辑和现实逻辑，全景展现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启动仪式后，各媒体将分批次赴
各地开展调研采访，在重要版面、时段

和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统一开设“铸
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专题专栏，持
续推出全媒体报道，引导各族群众牢
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民
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高度认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凝聚磅礴力量。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正 式 启 动

全国首座时速350公里
公铁混层桥梁主塔封顶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樊曦） 6月
24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
我国首座时速350公里公铁混层合建桥
梁——昌九高铁扬子洲赣江公铁大桥
首个主塔封顶。

赣江公铁大桥由中国铁建铁四院
设计、中铁大桥局施工，此次完成封顶
的是大桥西支主桥主塔。据铁四院大
桥设计负责人崔苗苗介绍，大桥横跨赣
江下游西支、中支、南支三条支流，下层
中间为双线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两
侧为 4车道城市主干道，上层为双向 8
车道城市快速路，上下层公路达到双向
12车道。建成后，大桥将成为全国公路
车道数量最多、通行能力最大的公铁混
层合建桥梁。

“大桥斜拉索设计呈竖琴状布置，
每根斜拉索，由 547根直径 7毫米、强度
1860兆帕的钢丝组成，每根直径达 21.1
厘米，为国内罕见的大直径斜拉索。”
崔苗苗说。昌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
横”高铁网主通道京港（台）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全国关工委启动2024年
“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黄玥） 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京津冀三
地关工委 6月 24日在香山革命纪念馆
举行全国关工委2024年“青少年党史学
习月”活动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京津冀三地“五老”代
表和青少年同台表演红色文化主题节
目，并一起参观了香山革命纪念馆。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顾秀莲在讲话中指出，要持续创新党史
教育方式，鼓励支持教育基地利用技术
手段和时代语言增强场景体验，积极创
设党史学习情境，开展可观、可听、可
感、可参与的学习活动，不断提高党史
学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

据悉，自2022年起，全国各级关工委
将每年7月作为“青少年党史学习月”，集
中开展青少年党史教育活动。今年活动
期间，各级关工委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关
工委和教育基地联动、“五老”与青少年
联动等方式，广泛开展主题宣讲、教育实
践、文化育人等活动，用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教育青少年，引导他们从中汲取
信仰力量，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