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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阳”怎么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近期，一些地方的公
众感受到身边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
加。“二阳”怎么办？什么情况应及
时去医院就诊？重点人群如何科学
做好防护？针对社会热点关切，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组织专家进
行回应。

“二阳”怎么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副院长童朝晖表示，根据临床情
况，近期“二阳”人群的症状普遍较
轻，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症状，较少
出现持续高热，患者恢复相对更快。

以所在医院为例，童朝晖介绍，
目前没有出现发热门诊病人特别
多、给医疗资源带来压力的情况，保
持正常医疗秩序没有问题。患者如
果不发热，仅有轻微的上呼吸道症
状如咳嗽、轻微嗓子疼等，可以自行
对症处理、服药；如果出现发热，特
别是体温持续超过38摄氏度，建议
到医院就诊，因为发热的原因很多，
除了新冠病毒感染，还可能有其他
潜在疾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主任王贵强表示，一般人群二次感

染后的症状普遍较轻，病程较短，转
阴时间较快，但一小部分患者仍有
疾病进展风险。建议患者在确认感
染新冠病毒后，如果出现持续发热
等全身表现，有条件的应及时使用
抗病毒治疗药物。

重点人群如何做好防护？

专家表示，对于高龄老人、没有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基础病患者等
重症高风险人群，还要重点做好防
护。

王贵强介绍，这类高风险人群
一旦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
应及时氧疗，并通过抗原或核酸检
测明确诊断，进行抗病毒治疗早期
干预，以降低重症风险、缩短病程、
减轻症状。

王贵强表示，社区和基层全科
医生应对辖区内的高风险人群心中
有数，经常通过各种途径沟通、了解
高风险人群感染情况。同时，医疗
机构继续提升重症救治能力，让重
症高风险人群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
治疗。

童朝晖表示，65岁以上有基础
疾病的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儿
童的免疫功能尚未完全健全，如果

家中老人和儿童没有完成新冠病毒
疫苗加强免疫或基础免疫，建议积
极接种疫苗。

此外，童朝晖建议，重点人群在
传染病流行高峰期间尽量少去公共
场所人员密集区域，保持勤通风、勤
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

多次感染会有“后遗症”吗？

感染新冠病毒后，一段时间持
续乏力、失眠甚至心跳快、焦虑——
针对部分患者反映的“后遗症”问
题，童朝晖表示，后遗症一般指的是
患某种疾病后，躯体、机能上出现一
些不能恢复的障碍。根据临床观
察，感染新冠病毒后的一些症状大
部分出现在特定时期内，长时间看
是可以恢复的，不影响日常工作生
活。

王贵强表示，目前从临床观察
看，三个月以上还存在上述症状的
病例并不多，没有发现数量较多的
所谓“后遗症”患者。从研究数据
看，反复感染新冠病毒对重症高风
险人群可能有一定影响，包括加重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等，这
部分人群应特别注重做好科学防
护。

中国科技馆推出
中国攻克杂交水稻难关50周年展览

杂交水稻科学家群像巨幅画首
次展出，超级杂交稻种子墙展示我
国杂交水稻辉煌成就……5月29日，
由中国科协、农业农村部指导，中国
科技馆、中国农学会联合主办的“稻
谷飘香，禾下追梦——中国攻克杂
交水稻难关50周年”展览在中国科
技馆开幕。

2023年是中国攻克杂交水稻难
关50周年。本次展览以袁隆平等科
学家群体的探索与实践为主线，设
置“前言”“梦想缘起”“齐心逐梦”

“接续追梦”“共同梦想”“尾声”6个
展区，将科学与艺术有机结合，通过
互动展品、图文影像、文物陈列和艺
术作品、艺术化场景等形式，立体展
现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领域攻坚
克难的伟大历程，以及为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造福世界所作出的伟大
贡献。

据介绍，该展览得到杂交水稻领
域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近20

家单位为展览提供了珍贵的图文影
音资料、文物和艺术作品等。展览将
在中国科技馆展至10月初，之后在全
国进行巡展。下一步，中国科技馆将

聚焦展览持续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进
一步丰富展览内容，为广大公众讲好
中国科学家故事，弘扬中国科学家精
神。 新华社

四部门启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周活动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为进
一步加大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提高
政策知晓度和落实率，人社部会同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工商联印
发通知，从5月29日起，在全国启动

“就业扬帆 政策护航”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周活动。

活动期间，各地将全面梳理促
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
措施，组织“进企业、进校园、进社
区”宣传活动精准推送，通过打包集
中宣传推介，使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用人单位对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
知，助推政策落地见效。

活动涵盖五项主要内容：一是
制作发布政策清单。结合实施2023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

计划，制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政策指南、宣传海报、短视频
等，编写“看得懂、算得清”的解读材
料，精准发布推送。

二是“进企业”集中宣讲。聚焦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集中的重点
企业、园区，上门开展政策宣讲，帮
助企业了解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社保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最
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

三是“进校园”开展解读。组织
百名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带头宣传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以开展

“职引未来”系列招聘活动为契机，
同步推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
业政策，拓展政策宣传渠道。

四是“进社区”精准指导。依托

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建立与失
业青年联系渠道，开展经常性走访
活动，提供“一对一”政策指导，帮助
制定个性化求职计划。

五是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创新
“点单式、一键式、一揽子”的政策申
领和服务模式，向符合申领条件的
青年群体精准推送政策信息，向符
合发放条件的企业集中兑现各项补
贴政策。

活动期间，各地还将在基层就
业服务办事大厅摆放、张贴材料并
提供政策咨询，在企业园区、学校校
区、街道社区等设立咨询点，在门户
网站、新媒体平台开设专题页面等，
把政策讲清讲透，为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了解相关政策提供更大便利。

5月29日，记者在中国科技馆“稻谷飘香，禾下追梦——中国攻克杂交水
稻难关50周年”展览上拍摄。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最高法与全国妇联共同发布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齐琪）最高人民法院与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9日共
同发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
大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典型
案例彰显对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民生关怀，为全社会关
心关爱未成年人，指导各级
人民法院进一步做好未成年
人司法救助和延伸救助工作
提供示范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主
任孔玲介绍，本次发布的十
个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首
次联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以专题形式集中发布。典型
案例涵盖刑事被害人救助、
追索抚养费救助、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救助等可予救
助的主要案件类型。

据悉，典型案例覆盖面
广，案件类型既有针对刑事
被害人的救助案例，又有涉
追索抚养费、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引发的民事纠纷的
救助案例，尽量涵盖可予救
助的主要案件类型。此外，

典型案例创新开展联合救
助，既有高级、中级、基层人
民法院三级联动救助未成年
人的案例，又有人民法院主
动协调检察机关，同向发力
共同救助受害人，实现救助
效果最大化的案例。

在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方
面，典型案例突出人民法院
与妇联协作建立“资金救
助＋立体帮扶”机制。部分
典型案例中，妇联组织与人
民法院共同开展综合帮扶工
作，帮助被救助未成年人解
决学籍、协调减免学费、协助
办理低保、联系专业机构进
行心理疏导，以及开展定期
回访，充分发挥“长久助”的
作用。

“期望各级人民法院以
此次案例发布为契机，加大
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力
度。期盼全社会更加关注和
支持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工
作，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关心、
关爱、尊重和服务未成年人
的共识和力量。”孔玲说。

“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
推选活动”启动

新华社杭州5月29日电
（记者夏宇 江汉）“2023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
动”29日在杭州启动。本年度
调查推选活动以“高质量发展
让城市更幸福”为主题，围绕
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城市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为主线，对中国城
市的幸福感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推选活动由
《瞭望东方周刊》、瞭望智库
共同主办。活动迄今已连续
举办16年，累计推选出80余
座幸福城市。

2023年度的调查推选活
动通过大数据采集、问卷调
查、材料申报、实地调研、专
家评审等方式进行，最终结
果将在年底举办的“中国幸
福城市论坛”上发布。

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结合
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

“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候选城市名单，包括杭州、成
都、苏州、上海浦东新区、广州
天河区、江苏太仓市、浙江瑞
安市等220个城市及城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新华社副社长袁炳忠
在当天举办的2023中国幸福
城市治理论坛上表示，中国城
市必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承担新的使命，迎来新
的机遇，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作为本次调查推选活动
启动的一部分，中国幸福城
市治理论坛在杭州富阳举
行。在本次论坛上，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
得主麦家成为首位“中国城
市幸福大使”。

生态环境部
将严厉打击环评造假行为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高敬）生态环境部新闻
发言人刘友宾29日表示，生
态环境部将持续对环评违法
行为加强高压严惩态势，严
厉打击环评造假行为。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刘友宾介
绍，日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
区人民法院对山东锦华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环评造假案公
开审理并当庭宣判，4名被告
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故意提供
大量虚假环评文件，被判刑
并没收违法所得。这是刑法
修正案（十一）施行后，环评
造假入刑司法实践的重大突
破，也是环境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标志性成
果，表明了生态环境部门、司
法部门对环评弄虚作假“零
容忍”的态度和依法严惩绝
不姑息的决心。

环评是约束项目和园区

准入的法治保障，是在发展中
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
环评文件质量是环评工作的
生命线。刘友宾说，近年来，
生态环境部门多措并举、持续
发力，健全监管机制、实施智
能查重、强化靶向监管、开展
专项整治、加大处罚力度、推
动刑事司法衔接，严惩环评文
件弄虚作假和粗制滥造行为。

他表示，生态环境部将
持续对环评违法行为加强高
压严惩态势。加强环评从业
异常情况预警，指导各地实
施靶向监管，对情节严重、涉
嫌环评造假犯罪的，移送公
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落实好环评监管长效机制，
全面加强环评文件质量监
管。加快修订《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
管理办法》和配套文件，完善
管理体系，切实筑牢源头预
防第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