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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能增效 保障

儿童就医需求

妇幼保健机构在保障儿童健康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

健康司副司长沈海屏表示，目前，全国三

级妇幼保健院中98%设置了儿科，二级

妇幼保健院中91%设置了儿科，各级妇

幼保健院儿科实有床位6.78万张。

据介绍，随着儿童呼吸道疾病进入

高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相关文

件，统筹指导和推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扩能增效，从以下三方面全力保障儿童

就医需求。

——扩充儿科服务资源。指导妇

幼保健机构加强人员调配，儿科医生全

员上岗接诊，从儿童保健科、内科等相

关科室抽调具备资质的人员，充实儿科

门诊力量。强调门诊“应开尽开”，在就

诊高峰期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号

源、加开诊室和诊疗区域、开设夜间门

诊和周末门诊等举措，最大限度满足儿

童就医需求。

——优化空间布局和就诊流程。

指导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优化门急诊布

局，实现儿童呼吸道疾病的诊治与儿童

保健服务分区。将儿童的门急诊、采血

等区域相对集中设置，减少患儿和家长

在院内的交叉流动，减少交叉感染。

——推进“互联网+”服务。指导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推进互联网医院建

设，通过网上门诊复诊、在线开具处方、

线下物流配送药品到家等方式，减轻线

下就诊压力。推进儿童智慧医疗服务，

采取分时段预约、在线查询检验结果等

方式，引导错峰就诊。

儿童居家护理需注意这些事项

针对家长们普遍关注的患儿居家护

理问题，广东省广州市妇幼保健院呼吸科

主任卢根表示，对患病儿童来说，应根据

病情变化选择居家休息或及时就医，不要

带病入园或上课。家长要避免在没有医

生指导下，自行给孩子服用抗菌药物。

专家建议，在居家护理时，若儿童

发热，要适当少吃海鲜、鸡蛋等易引起

过敏的蛋白质，多吃西红柿、苹果、柑橘

等维生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水果，避免食

用煎炸烤及辛辣刺激性食物，多饮水、

充足睡眠。同时，要教会孩子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多子女家庭尽量做好患儿与

其他孩子的隔离，以免相互交叉感染。

当患儿出现剧烈咳嗽、呼吸急促、持续

高热不退等情况，要及时就医。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妇幼保健

院中医科主任郭钦源表示，利用中医药

方法防治儿童呼吸道疾病，日常可用山

药、莲子、百合、银耳等熬成药膳粥服

用，改善儿童睡眠和食欲。在疾病恢复

期，若咳嗽痰多，可用陈皮、罗汉果煮水

后服用，化痰止咳。

新冠病毒感染当前处于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

瑞表示，当前我国新冠病毒感染处于低

流行水平，且新冠病毒BA.2.86变异株

及其亚分支占比较低，目前该变异株在

我国的公共卫生风险较低。迄今为止，

我国在呼吸道疾病病原体监测方面未

发现未知的新病毒和细菌。

据介绍，近期受到关注的JN.1变

异株，是BA.2.86 变异株的一个亚分

支。世界卫生组织评价BA.2.86变异

株临床重症感染风险为低等，总体评价

公共卫生风险较低。

正确佩戴口罩是预防呼吸道疾病

传播的重要手段。常昭瑞表示，为保暖

佩戴的棉质口罩并不能有效阻挡呼吸

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病原体，建议公众

结合自身健康状况、所处环境的感染风

险科学选择口罩。

专家提醒，为保暖或预防感染而同时

佩戴多个口罩是不可取的。正确佩戴口

罩应注意以下六点：专人专用，不交叉使

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建议单个累计

使用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前往医院就诊、

陪诊时，近距离接触有呼吸道症状人员后，

应及时更换口罩；口罩被体液污染后，要

立即更换；口罩脏污、变形、损坏、有异味

时，需及时更换；超出使用期限的口罩、不

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的口

罩，要及时更换。

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一场冬雪之后，在山东省嘉祥县马

村镇山营村，绿油油的小麦从雪中探出

了头。尽管气温下降，“00后”种粮大

户山万民却不太担心：“刚看完苗情，冬

前深耕提高了整地质量，加上适期适墒

播种、冬灌防冻害，壮苗越冬有基础。”

近年来，嘉祥县推广智能农机、植保无

人机等装备，集成保护性耕作、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技术，为粮食生产提供了有

力支撑。

今年我国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

低收购价，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

各地各部门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责任，农业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农技人员深入一

线指导。有力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

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全年粮食产量

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

食丰收，为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奠定基

础。

各地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

近年来，四川省眉山市太和镇永丰

村“永丰大米”受到消费者青睐。当地

做优大米品牌的同时，推出了奶油鲜米

露、纯边油米花糖，特色产品走进更多

百姓家。

绿色是农业的底色。不久前举办

的第37届中国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械

交易会上，近千家企业参展，展示和交

流了新技术、新产品。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农业发展

进入全面绿色转型的新阶段，要进一步

提升植保防灾减灾能力，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提供有力支撑。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2.4%……中国

饭碗端得更牢更好，为建设农业强国夯

实根基。

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冬日里，在河北威县红龙集村的梨

园，脱贫户胡瑞允忙着修剪果树。“家里

10亩地流转出来，每年每亩能得800

斤小麦，在梨园干活一天还能挣100多

元。”胡瑞允高兴地说。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曾衍德介绍，

今年截至三季度末，中西部22个省份

63.5%的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

险，其余均落实了帮扶措施。

各地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工稳

岗就业，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手指柠檬、燕窝果、马梅果……位

于海南琼海市大路镇的“世界热带水果

之窗”基地，集水果引进选育、示范种植

和科普观光于一体。100多人在这里

实现稳定就业并学习技术。

我国乡村富民产业培育壮大。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5元，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7.3%。全面提升农民

素质素养、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

章，各类资源要素不断激活，带动广大

农民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不久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

所专家来到新疆沙湾市老沙湾镇等地，

讲解棉花栽培、智能水肥一体化等技

术，帮助农户提升种植水平。“以后我们

会派农技人员到这里，并组织现场观摩

会，加快推广现代农业技术。”中国农业

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兵说。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漫步在贵州省六枝特区五龙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画卷：依山而建的特色

民居，随风摇曳的雏菊，承载乡愁的石

槽石磨……

“路好了，村子干净了，旱厕改成了

水冲式厕所，方便又卫生。”村民朱井荣

开心地说。近两年村里基础设施提升

改造，群众卫生习惯有了很大转变。

五龙村是我国乡村建设的缩影。

目前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3%，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

动，村容村貌持续改善。

乡村治理效能也在稳步提升。自

2022年起，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合

作启动实施“耕耘者”振兴计划，面向乡

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开展免费培训。超过百万人在“为村

耕耘者”小程序学习积分制、清单制、村

民说事等乡村治理制度和举措。

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传承

弘扬。

“咚、咚、咚……”在广西崇左市宁明

县城中镇耀达村，游客尚未走下游船，铿

锵的鼓声便从远处传来。在世界文化遗

产左江花山岩画山脚下的村庄，壮族村民

吕细梅是铜鼓表演队的一员：“村里旅游

发展起来了，既能增加收入，还能把铜鼓

文化传承下去，心里很开心。”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希望的田野，处处是耕耘

和奋斗的身影，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

工作者不懈努力，用辛勤和汗水创造美

好的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贡献力量！

希望的田野 奋进的力量
—— 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看乡村全面振兴

■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郁琼源潘德鑫 叶婧 郭轶凡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党中

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今年各地

各部门持续加大“三农”工作力度，

有力克服一些地方严重洪涝等不

利因素影响，粮食实现丰收，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强

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放眼

广袤中华大地，人们不懈努力，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

实根基。

12月17日，河北省隆尧县一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工人在收集采摘的樱

桃西红柿。

近年来，河北省隆尧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政府引导以及农业企

业、合作社带动的模式，利用暖棚等农业设施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种植，产品

畅销周边市场。设施农业让种植户变“冬闲”为“冬忙”，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12月15日，同仁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范聪微在给孩子打针。

这个冬天，孩子生病是令许多家长揪心的事情，北京各医院儿科也在高负荷运

转。北京同仁医院亦庄院区，高峰时儿科门急诊每天就诊人次达800-1000人。除

了肺炎支原体感染，还有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有些患儿

出现了混合感染，同时感染了两种以上的病原体。为满足更多就诊需求，北京同仁

医院儿科增加了门急诊号源，增加出诊医生数量。 新华社记者彭子洋 摄

多措并举保障儿童就医需求
——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关切

■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李恒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降温

降雪天气，儿童呼吸道疾病处

于高发季节。全国妇幼保健

系统儿科医疗资源总体情况

如何？患儿居家护理需要注

意哪些事项？国家卫生健康

委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

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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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陕西西咸新区沣河两岸景色（2023年10月15日摄，无人

机照片）。近年来，陕西西咸新区实施沣河综合治理工程，治污、净

水、增绿等多措并举，利用河流自然形态打造生态节点，形成了“洪

畅、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管理长效”的河湖景象。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这是12月18日在广州拍摄的命名仪式现场。

当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正式命名为“梦想”号，并在广

州南沙首次试航。

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技“皇冠”。“梦想”号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与150余家单位密切协同建造，总吨约33000吨，续航力15000海里，自持力120

天，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和海域11000米钻探能力。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新华社记者 申铖

全国财政收入已超20万亿元、支出近24万亿元——今年前11

个月的全国财政收支数据显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有力保障

了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

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财政实力更加雄厚。适应经济形势和

任务的变化，财政积极履行职能，分好用好“蛋糕”，宏观调控不断

完善，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蛋糕”日益做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国财政收入从

2013年的约12.9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约20.4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

示，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稳步推进、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做大

财政“蛋糕”的重要支撑。

“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20万亿元，这一成绩来之不

易。”何代欣说。受疫情反复、国际形势变化等超预期因素影响，去

年财政收入增幅一度回落。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经济恢复回稳，全年相关税种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今年前 11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 200131 亿元，同比增长

7.9%。其中，税收收入168420亿元，同比增长10.2%。总的看，财

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与今年以来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

的态势相适应。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0年来，全国财政支出从2013年的约14万亿元增加到2022

年的约26.1万亿元。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支持科技自立自强，

加强基本民生保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支持打赢脱贫攻坚

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

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央财政“真金白银”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通过优化支出结

构，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

10.06万亿元，规模创下近年新高。

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重点支出保障有力。今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支出

23846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教育支出同比增长5.7%、科学技术支出同比

增长4.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9%、农林水支出同比增长5.8%。

10年来，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

性、灵活性、针对性；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较好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施大

规模减税降费，税收收入占我国GDP比重从2018年的17%左右已下降至2022

年的13.8%；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复杂变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

实支撑和重要抓手。”何代欣说。

今年以来，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为经济回升向

好提供了有力支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聚焦经营主体，减负担、稳预期；聚焦扩

大内需，稳投资、促消费；聚焦创新引领，强动能、优结构；聚焦民生保障，兜底线、

增福祉。中央财政还在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有力支持灾后恢复重

建，补齐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短板，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将适度加大财政支出规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同时，更加注重激励地方高质量发展，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提质增效，

将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同时加强财政与货币、就业、产业等政策

协同联动，着力提升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大势不变，将为财政收支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运行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也将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