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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学生群体的健康总是格外牵动公众
的心。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学生常见
病多病共防技术指南》，首次明确学生常
见病“多病共防”的概念，并提出监测和干
预措施。新华社记者专访参与起草该指
南的疾控专家，一起来看这份指南的要
点。

看点一：这些常见病正在影响
学生健康

指南提出，包括近视、超重肥胖、脊柱
弯曲异常、传染病、龋齿、心理健康问题
等，是当前在学生群体中经常发生、患病
率较高的疾病或健康问题，对个体健康与
社会适应产生较大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儿童青少
年主要健康问题也在发生演变。”安徽医
科大学教授陶芳标介绍，国家疾控局监测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为 51.9%，其中，小学 36.7%，初中
71.4%，高中81.2%。

学生超重肥胖患病人数和患病率也
在迅速攀升，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
性病状况报告》显示，6至17岁学生超重
肥胖率为 19%。2019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

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数据显示，中
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2.8%，脊柱
弯曲异常患病率在初中、高中阶段增长更
快。此外，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也需
要加以关注。

陶芳标说，我国学生群体单一疾病或
健康问题的流行值得重视，特别是同一个
体存在2种及以上疾病的情况亟待改观。

看点二：“多病共防”可以通过
行为与环境干预实现

指南首次明确了学生常见病“多病共
防”的概念，即“多病中病因相同或具有共
同的风险因素时，可采取多病共防策略。”

比如日间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缺乏、
静态行为、睡眠节律紊乱、夜间接触光源
刺激时间过长、营养失衡、亲子交流缺乏
等往往是学生群体近视、超重肥胖、脊柱
弯曲异常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共同风险因
素，通过增加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充足
睡眠和早睡早起、规律生活、均衡营养、加
强亲子交流等，可同时预防多种疾病或健
康问题，达到多病共防的目标。

陶芳标认为，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学
生身心健康问题，通过综合干预和多方协
作，实施科学的预防和干预措施，进一步
提高学生常见病防控水平，全面保障学生

健康。

看点三：构建学生常见病三级
干预体系

中国疾控中心儿少/学校卫生中心研
究员宋逸介绍，指南提出要构建三级干预
体系，包括一级干预、二级干预和三级干
预。

其中，一级干预主要侧重于推广简单
易行、效果可靠的干预技术，创新性提出

“6 个 1”健康生活方式；二级干预注重早
期发现高危群体，及时发现远视储备量不
足、体重持续增加、情绪变化大的学生，加
强监测随访，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防止单一健康问题向多病共患进一步发
展；三级干预针对已出现多病共患的学
生，指导学生到专业机构确诊和治疗。

什么是“6个1”健康生活方式？陶芳
标表示，“6 个 1”可视作日常生活干预技
术的高度凝练和全面指导。即保障每天
体育锻炼1小时、校内和校外日间户外活
动各1小时；久坐1小时需要起身活动10
分钟；以娱乐为目的的视屏时间每天小于
1小时；三餐就餐时间相对固定，相差不超
过 1 小时；早睡早起，每天减少夜间接触
光源刺激1小时；每天亲子交流1小时和
互动15分钟。

看点四：“五位一体”多方协作
才能为学生保驾护航

多方协作在护航学生健康方面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南明确将动员各方力
量，共同加强健康教育。

“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
环境和科学的健康教育知识，政府和疾控
机构能够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社区
和家庭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养
成健康的习惯。”宋逸说，为了确保多病共
防的效果，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学校、家
庭和社区等多方面的紧密协作，共同构建
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防护网络。

实现多方协作，专家认为，关键在三
方面，首先要确保干预策略的执行具有连
续性和一致性，确保过程有组织；其次，必
须建立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实现快速
反馈干预效果，并根据反馈结果不断调整
和优化干预策略；最后，需要考虑地区间
的差异，因地制宜，使各个区域根据实际
情况落实协作模式，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
得适当的健康服务。

今后，有关部门将积极探索并实践“政
府—专业机构—学校—家庭—社区”五位
一体的协作模式，以期积累更多具有可操
作性的具体措施。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摘掉“小眼镜”杜绝“小胖墩”挺直“小背脊”
——学生常见病如何“多病共防”？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任沁
沁）5 月 15 日起，我国全面实施外国旅
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乘坐邮轮
来华并经由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外
国旅游团（2 人及以上），可从我国沿海
所有邮轮口岸免办签证入境停留不超
过15天。

这是记者 15 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
新闻发布会获悉的。经商外交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商务
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并报国务
院批准，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从2024年
5 月 15 日起，乘坐邮轮并经由境内旅行
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2 人及以
上），可从天津、辽宁大连、上海、江苏连
云港、浙江温州和舟山、福建厦门、山东
青岛、广东广州和深圳、广西北海、海南
海口和三亚等 13 个城市的邮轮口岸免

办签证整团入境停留不超过 15 天。旅
游团须随同一邮轮前往下一港，直至本
次邮轮出境，活动范围为沿海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北京市。为支持邮轮旅
游发展，大连、连云港、温州、舟山、广
州、深圳、北海等地的7个邮轮口岸新增
为中国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方便符
合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条件的外籍旅客
乘坐邮轮过境。

5月15日起乘坐邮轮来华的外国旅游团可免签入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高
蕾）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我国
近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进入普
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这是记者5月14日
从中国残联召开的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
日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今年5月19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
残日，主题是“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
活”。中国残联计财部副主任刘立军在发
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助残科
技研发应用部署、实施力度。“十三五”以
来，科技部将残疾人康复、无障碍环境建
设、辅具技术等领域科研项目纳入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中国残联组织并实施的7个
项目吸引了25所高校、16家科研院所、24
家企业参与其中。同时，近五年来，中国
残联设立各类科研课题300余项，助推助
残科技研究、应用。

刘立军介绍，当前，一批科研成果已
得到推广应用，在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
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
使我国近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
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智能语音
转换和读屏等技术的推广应用，正使越来
越多听障人士和视障人士与其他人群高
效沟通，跨越数字鸿沟，融入信息社会。

我国近90%听障儿童
通过使用人工耳蜗听声学语

5月14日，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第四
中学高三的学生在教室为自己加油鼓劲。

高考临近，各地多所高中举办特色
活动，帮助高三学生释放压力，放松心
情，以乐观、自信的心态迎战高考。

新华社发 贾敏杰 摄

放松心情 迎战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