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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行动接种疫苗

为全生命周期护航
朔 州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宣

赫 永 林 不 慎 将 右 玉 县 万 全 财
务 咨 询 服 务 部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J1638000295501，编
号：1610- 01294873，开户银行：右
玉 县 东 街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社 ，账
号 ：206251010300000019052，现 声

明作废。
邢 慧 芳 （ 身 份 证 号 ：

14060219740824004X）不慎将职工养
老保险手册丢失，编号：1009006，参
保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造纸厂，
现声明作废。

声 明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
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
的重要途径。自 9 月 21 日新修订的国
防教育法正式施行以来，各地各部门组
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活动，着
力提高全社会的国防意识、增强全体人
民的国防素养。

国防教育法规定，各地区、各部门
应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等广泛开展群
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从全民国防教育
日到烈士纪念日再到国庆节，各地各部
门充分利用“全民国防教育月”等契机，
推动国防教育活动走深走实。

今年的 9 月 21 日是第 24 个全民国
防教育日。当天 11 时 35 分，上海市上
空鸣响防空警报。防空警报试鸣期间，
上海国防动员部门组织开展以城镇居
民、居民区为重点的疏散演练。伪装防
护、无人机巡逻引导、消防灭火……不
同课目的演练，着力提高民众疏散掩蔽
能力、重点单位综合防护能力和人防专
业队伍救援能力。

在第 11 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
山东青岛举行“英雄在我心中”主题活

动，通过思政大课堂宣讲、抗战主题展
参观、红色拓印等形式，缅怀先烈事迹、
增强国防观念。

今年国庆节期间，革命圣地延安
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通过互动
体验让游人“置身”红军长征、大生产
运动、东渡黄河等历史现场，深入感悟
红色精神。

国防事业事关全体公民。新修订
的国防教育法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具有国防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等单位
的社会国防教育内容作出规定，要求结
合征兵工作开展国防教育。

从机关到企业，从社区到乡村……
各地各部门以“线上宣传+线下活动”

“主题宣讲+文艺展演”等方式，推动国
防观念在全社会生根发芽。

海南省有关部门深入美兰机场等
重点单位，通过“观影+讲座”的形式，
为职工们讲解国防的重要性及深远意
义，引导广大干部员工增强国防法治
观念。

广东部分地市将国防教育课纳入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必修课”，组织新

录用公务员、选调生进行国家安全、野
战急救、防暴演练等国防教育培训。

在新疆，多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走
上街头，向群众发放国防教育宣传资
料；塔城地区、和田地区、克拉玛依市等
地还组织盛大的秋季入伍新兵欢送仪
式，大力倡导光荣入伍、参军报国的良
好风尚。

辽沈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
馆、平津战役纪念馆推出“三馆联动”宣
教模式，以红色情景剧等形式再现三大
战役的历史瞬间，凝聚观众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的思想共识。

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
基础。在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国防教育
法的过程中，各地各部门以青少年群体
为重点，着力创新宣教形式，把国防教
育融入课堂内外。

“稍息！立正！”在响亮的口令声
下，一排“小战士”身着迷彩训练服，在
江西吉安吉州区庐境园社区的国防科
技科普驿站开始军事训练课程。在社
区国防科技科普驿站中，孩子们可以通
过 VR 技术体验火箭组装过程，了解武

器装备等国防知识。
“没想到小区里就有这么精彩的国

防宣传角，让我们在家门口就扎扎实实
地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第一次带着
小孩走进国防科技科普驿站的市民
郭华强说。

北京西城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进校
园暨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国
防宣传活动、走进军营、与退役军人交流
等“1+N”的授课方式开展国防教育。

重庆市打造以“青春红岩”为主题
的沉浸式思政课堂，借助 AI 技术实
现与先烈们的时空对话，创新的舞美
设计与表演方式直接将在场学生带
入解放前夕的重庆，身临其境体悟红
岩精神。

烈士纪念日期间，云南师范大学组
织师生在西南联大旧址举办仪式，缅怀
革命英烈并敬献花篮。西南联大博物
馆还为社会各界提供纪念活动主持及
参观讲解服务，开通网上向烈士敬献鲜
花活动。

贵州利用“开学第一课”暨送法进
校园活动的契机，面向学校师生群体
进行国防知识教育；山西长治举行国
防教育竞技大赛，近 230 名不同年龄段
的选手同场比拼国防技能；广西革命
纪念馆举办主题为“青春如火·国防有
我”的青少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普及
国防历史和科技知识……一系列贴合
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
断增强青少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
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新华社北京电

让国防教育浸润人心
——各地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

新华社记者 白阳

前三季度全国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聿昊 周圆）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利 10 月
22 日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安全生
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事故总量持续
下降，重特大事故大幅下降。

申展利在当日举行的应急管理部
新闻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14402 起、死亡
13412人，同比分别下降24.5%、18.4%，
全国32个省级统计单位中30个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前三季
度全国发生重特大事故6起、死亡110
人，同比分别下降53.8%和54.5%。

自然灾害形势方面，前三季度全
国自然灾害呈现灾害时空分布差异明
显，降雨极端性强，洪涝和地质灾害突
发多发，台风生成时间偏晚，秋台风严
重影响华南华东地区等特点。各种自
然灾害共造成全国8402.7万人次不同
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 836 人，紧急
转移安置 334.7 万人次，倒塌房屋 5 万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9048.2千公顷。

申展利表示，四季度历来是生产
经营旺季，也是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
期，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
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当前，全国各地
进入秋冬森林草原防火季，一些地区风
雹、洪涝和地质灾害等存在较高风险，
必须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工作，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山西多措并举
构建养老服务体系
新华社太原电 （记 者 解园）

发展社区养老、实施适老化改造……
记者10月22日从山西省委宣传部、山
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
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山西省近年来立足
满足老年人多方面的养老服务需求，
持续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在社区养老方面，山西省政府连续
5 年将社区养老幸福工程列入民生实
事。今年新建改造50个城镇社区养老
工程、100 个农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到明年底，全省将建成专业化、标准化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300家。

为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服务
业，山西省近三年省级财政投入 1.68
亿元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通过
民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助、运营
补贴、床位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扶持政
策，推动养老服务机构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

“目前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服务业
的势头强劲，投资运营占到七成以上，
并涌现出一批投资过亿的养老龙头和
骨干企业。”山西省民政厅新闻发言人
琚李梅说。

为解决养老服务队伍年龄大、专
业水平低、待遇低的问题，山西省对具
有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学历的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入职后分别给予 6
万元、5 万元、4 万元、3 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第一批 58 名从业人员奖补资金
已经发放到位，切实推动养老服务人
才进得来、干得好、留得住。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田晓航）
10 月23日将迎来今秋最后一个节气“霜
降”。中医专家提示，“霜降”到来意味
着天气已经变得寒冷，感冒、咳嗽等上
呼吸道疾病多发，人们可能会出现皮
肤、口唇干燥等情况，此时养生防病重
在健脾、润燥、防寒。

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
“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霜降
是秋冬之间的过渡性节气，天气越发寒
冷，开始有白霜出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程培育介绍，根据中
医理论，秋季对应肺脏，此时人体精气
通过肺的下降功能潜藏到肾，养生防病
应注重敛藏精气、内收阳气，注意防寒
保暖。今年下半年偏燥，因此还要更加
注意润燥。

俗语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霜
降时节适当进补，有益身体健康。

“中医认为，牛肉可以健脾补脾，这
一时节可适当食用牛羊肉。”程培育说，
秋季多燥，一些人更易口唇干燥甚至咳
嗽、痰黏难咳，可多食用具有生津润燥、
宣肺止咳作用的梨、苹果、橄榄、白果、
枇杷、芥菜、萝卜等食物，饭后适量进食
柿子、柿饼也有助于清热、敛肺；同时，
减少辛辣食物摄入。

霜降时节，适量的运动有助于提升
阳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胡馨说，这一时
期可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的运动

项目，比如室内八段锦、太极拳等，不宜
大汗淋漓；可待太阳升起、气温升高时
再出门锻炼；适当进行快走、慢跑等有
氧运动，可提升心肺功能，增加机体耐
寒能力。

深秋草木凋零，容易引起忧郁、伤
感情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
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医师郎娜说，此时
节饮用由玫瑰花、茉莉花、白梅花组成
的三花茶，有助于疏肝解郁、宽胸理气。

专家特别提示，霜降天寒，老年人
要注意保护腰椎、膝关节，适时增减衣
服，戴口罩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既往这
个季节有过敏性疾病、对冷空气过敏的
人群，可以提前在医生指导下口服中药
以减轻症状。

霜降时节阴气凝 健脾润燥防寒凉

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者 王其冰）
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地球观测组织
（GEO）10月22日发布公报说，该组织在
正于哥伦比亚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推出全
球生态系统地图集的概念验证版本，这
是致力于对全球生态系统进行绘图和
监测的交互式动态平台。

地球观测组织表示，全球生态系统
地图集将现有的高质量地图与使用地
球观测技术、人工智能、现场数据和地

方专业知识创建的新地图相结合，将支
持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
理，有助于应对全球环境危机。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肖梅克说，全球生态系统地图
集汇总来自各国的最佳生态系统数据，
将成为一个关键工具，提供有关世界各
地生态系统的高质量、可靠的数据。

地球观测组织成立于2005年，是目
前国际上地球观测领域最大的政府间
合作组织。

地球观测组织推出全球生态系统地图集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高敬） 记者
10月21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
部日前印发方案，对 2023、2024 年度发
电行业碳排放配额预分配、调整、核定、
清缴等各项工作进行部署。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印发的《2023、2024 年
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
量和分配方案》，既确保制度的延续性
和稳定性，又更精准突出鼓励导向，做
出了将基于“供电量”核定配额调整为

基于“发电量”、进一步简化和优化各类
修正系数、引入配额结转政策、优化履
约时间安排等优化调整。

这位负责人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强制碳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交易，纳入发电行业重点
排放单位 2000 多家。目前已完成两个
履约周期的配额交易与清缴工作，市
场总体运行平稳，激励约束机制初步
形成，通过配额管理，助力发电行业高
质量发展。

全国碳市场2023、2024年度配额分配启动

新华社酒泉电 神舟十九号计划近
日择机实施发射，船箭组合体已转运至
发射区。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10月22日下午，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与

长征二号F遥十九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
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
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
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
日择机实施发射。 （李国利 邓孟）

神舟十九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这是10月22日拍摄的西渝高铁重庆段建设施工现场。当日，在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合川东隧道建设施工
现场，随着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西渝高铁合川东隧道出口泄水洞盾构施工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国内首座高铁隧道小断
面辅助坑道采用盾构法开始掘进。

西渝高铁合川东隧道位于重庆市合川区清平镇，全长7388米，该隧道设置进口、进口斜井、出口斜井、出口及进出口
泄水洞等6个作业面。为满足总体工期要求，施工单位根据地层特点，在泄水洞作业面采用了盾构法施工。合川东隧道
出口泄水洞盾构机总长120米，总重约280吨，盾构机的成功始发，为我国高铁建设小断面辅助坑道穿越特殊地理条件提
供了宝贵经验。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偏头痛、肩周痛、足跟痛、坐骨神经
痛……多少人在反复疼痛中默默忍
受？今年10月21日是世界镇痛日。专
家提醒，慢性疼痛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需要合理的治疗干预。

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群体
庞大。如何判断是否属于慢性疼痛？该
如何科学防治？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能忍则忍”是误区

老李是名卡车司机，长期久坐开
车，腰、背、臀部经常疼痛难忍。一爬楼
梯，膝盖也开始酸痛。医院诊断为肌肉
骨骼损伤。

吕大爷去年得了带状疱疹，治好之
后仍反复剧烈疼痛，上医院一查：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

还有部分癌症患者，术后持续疼
痛；一些病人时常感觉全身多处疼痛，
各项检查却找不到明显原因……

专家介绍，急性疼痛是身体发出的
警告，但当疼痛反复持续 1 个月以上，
就可称为慢性疼痛。慢性疼痛会带来
人体系统功能失调、免疫力降低以及心
理问题等。随着长时间疼痛的刺激，人
的神经系统可能发生改变，难以治愈。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 2024 年疼痛医
学周学术会议上，一份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慢性疼痛相关疾病住院
患者达2615万例。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
表示，我国疼痛患者群体庞大，但社会
对疼痛管理的科学认知还不足，治疗不
及时、不正确容易导致病情加重，需要
促进疾病知识普及。

“有些人认为，疼痛能忍则忍，这其
实是一个认知误区。”樊碧发说，不少慢
性疼痛患者不仅身体承受痛苦、免疫力

低下，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影响，常常
伴随着焦虑、抑郁情绪，严重影响生活
质量。

如何规范化治疗？

尽早干预、积极管理——根据中国
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
疼痛学分会等机构日前发布的《常见疼
痛管理联合提示》，早期治疗能够提高药
物治疗的敏感性，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根据上述提示，对于轻中度疼痛，
患者应积极寻找病因并通过药物和非
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干预；重度疼痛
患者则应及时就医，尤其是慢性病合并
突发疼痛，可能是病情恶化的信号。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涌现出很
多镇痛药物以及先进的治疗手段。”
樊碧发介绍，目前对神经痛、癌痛、骨关
节疼痛等都有规范化治疗方案。其中，
用药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
而是强调联合原则，最大限度发挥止疼
药物、改善神经代谢药物、解除焦虑抑
郁状态药物的作用，并最大程度降低药
物副作用。

非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方法也有
很多。专家介绍，这些方法包括理疗、
针灸、射频治疗、神经调控治疗、神经系
统毁损性手术治疗等。

2024年世界镇痛日的主题为“关注
疼痛的性别差异”。有研究发现，女性
患有慢性疼痛疾病的比例更高，由于生
理特征，感受到的疼痛程度更强，治疗
难度也更大。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医
师张达颖表示，疼痛的性别差异，还要
求疼痛科医生注重治疗的个体化、药物
作用的差别以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

对诊疗效果的影响。

织起综合防治网

多位专家介绍，目前我国的慢性疼
痛诊疗仍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低、完
全缓解率低等问题。

樊碧发认为，被动的临床诊疗要转
向主动的综合防治。下一步将联合社会
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开展慢性疼痛的科
普宣传、早期预防、筛查预警、综合管理等
工作。针对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还要
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干预，如改善工作
环境、优化生活习惯、加强体育锻炼等。

作为“健康守门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能否科学、有效、规范地进行疼痛
诊疗和管理，也面临挑战。

数据显示，虽然全国范围内疼痛科
收治的患者逐年增加，但 68.7%的患者
是在三级医院进行诊疗。以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为例，二级医院的治疗有效
率比三级医院低11.6%。

对此，多位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强
化疼痛学科建设，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
构，提升慢性疼痛的综合疗护能力。

2022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印发了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要
求逐步推广疼痛综合管理，提升疼痛诊
疗能力和相关技术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
李大川表示，慢性疼痛机制复杂，不仅
需要全流程管理，还需要建设包括多
学科协作在内的综合管理体系。未来
要结合疼痛专业质控指标，切实帮助
改善基层医院疼痛诊疗的水平，造福更
多患者。 新华社北京电

持续疼痛也是病 早防早治不“忍痛”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