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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米锋 12 月 17 日表示，近期，全
国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病总诊疗量
整体呈下降趋势。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当天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米锋说，各地积极扩充医疗资
源，持续增加相关门急诊诊室和住院床
位。二级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效发挥了分流作
用。据监测，基层发热门诊和诊室接诊
量约占全国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及诊室接
诊量的 44%，有效适应了患者的就医需
求。

米锋表示，要持续加强呼吸道疾病
诊疗情况监测和形势研判，强化医疗资
源统筹调配，优化院内服务流程，畅通上
下转诊渠道，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

“互联网+”服务，保障群众诊疗需求，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要科学佩戴口罩，做
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要
继续加强疫苗接种，预防流感等呼吸道
疾病。

多措并举保障儿童就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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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体监测未发现未知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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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发新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

疫苗接种工作事关百姓生命健康。
记者从国家疾控局获悉，为进一步强化
预防接种规范化管理，国家疾控局会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预防接种工
作规范（2023年版）》。

根据国家疾控局发布的通知，此次
印发的新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是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有关要
求，对《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16 年版）》
进行修订后形成的。

规范明确，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应
建立疫苗定期检查制度。疾控机构、接
种单位应每月对本单位疫苗进行检查
并记录，内容包括疫苗的数量、来源、包
装、储存温度和有效期等。疾控机构、
接种单位应如实记录处置情况，记录内
容包括疫苗名称、数量、疫苗上市许可
持有人、批号、处置方式等，处置记录应
保存至疫苗有效期满后不少于 5 年备
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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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 申
铖）中央财政增发1万亿元国债的第一批
资金预算已“落地”。根据已确定的增发
国债第一批项目清单，财政部日前已下
达第一批资金预算2379亿元。

这是记者18日从财政部获悉的。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经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今年中
央财政增发1万亿元国债，全部通过转移
支付安排给地方，专项用于支持灾后恢

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据介绍，此次下达的2379亿元，包括

了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补
助资金1075亿元、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受
灾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1254
亿元、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工程补助资金（气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50亿元。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下
一步将根据项目审核情况，分批下达其

他领域国债资金预算。
据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副司长魏高明

介绍，此次下达的1254亿元东北地区和
京津冀受灾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
资金，将用于支持全国1336个县新建、改
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以及修复灾毁农田共
5400万亩；50亿元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
治体系建设工程补助资金（气象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将用于支持全国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45个气

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为规范国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分

配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财政
部日前已制定印发《增发2023年国债资
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加严格的要
求，管好用好每一笔资金，确保将资金用
出实效。”王建凡说。

增发国债第一批资金预算2379亿元已下达

12月18日，津兴城际列车工作
人员和旅客在车厢内合影留念。

当日，随着G8842次列车从天
津西站始发并顺利抵达大兴机场
站，津兴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津兴城际铁路成为继京津城际、京
沪高铁、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后，第4
条联通北京与天津间的高速铁路，

“轨道上的京津冀”再添新笔画。
据了解，津兴城际铁路全长

100.79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
共设天津西站、胜芳站、安次站、永
清东站、固安东站和大兴机场站6
座车站，天津西站至大兴机场站间
最快41分钟可达。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津兴城际铁路
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