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2024年11月29日 星期五 时政 编辑：姜迪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吉林机场集团供图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李国
利 武中奇）记者28日从纪念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三十周年座谈
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建设技术更先
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下一
代北斗系统，计划2029年左右开始发
射组网卫星，2035年完成系统建设。

11月28日上午，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管理办公室在京组织召开纪念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三十周
年座谈会，发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035年前发展规划》，明确在确保北
斗三号系统稳定运行基础上，我国将
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
更优质的下一代北斗系统。

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
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介绍，
下一代北斗系统以“精准可信、随遇
接入、智能化、网络化、柔性化”为代
际特征，将为全球用户和其他定位导
航授时系统提供覆盖地表开阔空间
及近地空间的米级至分米级实时高

精度、高完好的导航定位授时服务。
“计划2025年完成下一代北斗

系统关键技术攻关；2027年左右发射
3颗先导试验卫星，开展下一代新技
术体制试验；2029年左右开始发射下
一代北斗系统组网卫星；2035年完成
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杨长风表示。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
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其
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采取单一轨道
星座构型相比，“混合式”星座是独
树一帜的“中国方案”——北斗二号
首创以地球静止轨道和倾斜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为骨干，兼有中圆轨道
卫星的混合星座。北斗三号由24颗
中圆轨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
成，为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
了全新范式。

“下一代北斗系统将优化星座
架构，形成高中低轨混合星座，全面
提升时空基准维持精度和自主运行

能力，持续提升服务性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说。

此外，下一代北斗系统还将建
设集成高效的一体化地面系统，实
现资源弹性调度、数据共享使用、业
务连续运行；覆盖地表至深空的各
类用户终端，以及与其他不依赖卫
星的定位导航授时手段融合的各类
用户终端，实现用户多场景、高精
度、智能化使用。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
国家重大科技工程，自1994年立项
30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源到
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阶梯式、跨越
式迈进，突破了一大批核心关键技
术，研发了一系列自主可控产品，建
成了一大批先进制造研发设施，全
面实现“三步走”战略发展目标，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作出重大贡献。

我国计划2035年建成下一代北斗系统
2029年左右开始发射组网卫星

突破166万人次!

延吉机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晋江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4年全
国健身瑜伽公开赛（晋江·英
林站）在福建省晋江市落幕。

在专业院校组比赛中，
来自全国200余名运动员共
计15支院校队伍参赛。吉林
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7名
运动员参加了专业院校组五
个项目的角逐，凭借高难度
的技术水平及优异的表现，
一举斩获 4 枚金牌 2 枚铜

牌。值得一提的是，吉林体
育学院健身瑜伽代表队还获
得了“优秀代表队奖”。

据悉，此次大赛以“英林
尚品，瑜悦生活”为主题，赛
期为三天，分为社会组和专
业院校组，分别开展单人项
目（男单、女单）、双人项目
（女双、混双）和集体项目比
赛。大赛组委会将为各单项
比赛获得前 3 名的运动员
（队）颁发证书、奖牌、奖金。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吉林体院勇夺
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4金2铜

为了进一步夯实校园
法治与安全教育的基石，提
升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全力营造文明、
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长
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各派
出所深入辖区中小学开展
法治进校园活动，全力做
好校园安全各项工作。近
日，东广场派出所民警姜
余深入校园开展安全专项
检查。

检查中，民警与校领导
深入交流，探讨学校安全防
范，并重点对校园的安保力
量进行了评估，查看安保人
员是否配备齐全、能否熟练
操作安保器械。对校园的

安全设施，如防冲撞措施、
监控系统、门禁系统、消防
设施等进行了详细检查，确
保设备正常运行。同时，民
警针对在校学生法治观念
和安全意识不强的特点，结
合校园警情案例，着重从严
禁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
校园、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拒绝沉迷于网络游戏等多
方面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
提醒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
增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学法、
懂法、守法、用法的习惯，自
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
犯罪行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东广场派出所

扎实开展校园安全检查工作

小事亦暖心，为民不止
步，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
局东盛路派出所时刻把群众
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的心头事。连
日来，长春迎来雨雪强降温
天气，派出所民警暖心帮助
熄火车辆顺利启动，赢得了
群众的由衷感谢。

11月26日15时许，派出
所社区民警在辖区日常巡逻
时，发现一辆汽车开着双闪
灯停在路边，车旁站着一位
群众，正在焦急地打电话。

民警立即上前了解情况，经
询问得知，该车辆熄火无法
启动，由于事发突然，车上没
有接电工具也无法联系上汽
修店。了解情况后，民警判
断可能是电瓶亏电导致车辆
无法启动，于是迅速联系所
内同事，驾驶警车拿来搭线
设备，帮助车辆重新启动。

车辆顺利启动后，车主对
民警的及时帮助连连道谢，“要
不是遇到了警察同志，还不知
道要在这里等多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车辆亏电熄火 民警搭电解困

“谢谢检察官，太感谢你
们啦！”近日，当前郭县人民检
察院的检察官将司法救助金
送到未成年刑事受害人罗某
某及其家属手中的那一刻，受
害人家属紧紧握住检察官的
手，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前，前郭县人民检
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一名
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罗某某系
未成年人，这引起检察官的
高度重视。经过走访发现，
罗某某家庭生活困难，父母
离婚分居两地，她与妹妹都
由其爷爷抚养，祖孙三人生
活极度困难，而罗某某的这
次受伤害令原本拮据的家庭
雪上加霜。为帮助受害人摆
脱困境，前郭县人民检察院
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及
时将救助金发放到受害人手
中。同时，检察官积极联系
当地志愿者团队，为救助儿

童持续开展送温暖活动，鼓
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乐观面
对生活。

这仅仅是前郭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N”多元化救助工
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前郭
县人民检察院致力于提高司
法救助案件办理效率，不断拓
宽与当地公安、司法、教育、民
政、团委、妇联等部门的沟通
渠道，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实
行多元救助、持续救助，让刑
事案件的受害人真切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

前郭县人民检察院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把
司法救助工作作为检察机关
司法为民的重要抓手，全力打
造亮点突出、成效显著的多元
化救助模式，让司法救助的

“独角戏”转变为多部门联动
发力的“大合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郭树仁

前郭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司法救助
撑起“护苗”“暖心伞”

截至11月27日，延吉机场分公司
2024年累计保障旅客吞吐量达1663503
人次，同比增长41.6%，提前34天超越了
2019年全年总量，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延吉机场旅客吞吐量、航
班起降架次两大生产指标实现跃升。特
别是旅客吞吐量方面，借势春运、暑运航
空市场“供需两旺”的东风，延吉机场单
日旅客吞吐量四破历史纪录，最高达
9699人次；春节8天假期，保障旅客吞吐
量66660人次，创历史之最；2月份，完成
旅客吞吐量20.9万人次，创下单月客流
新高；1-10月，完成国际旅客吞吐量64
万人次，位居东北地区第三位，国际旅客
量占比位列全国机场第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更便利！

我国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出实招”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超声、
X光、血常规……刚做的检查检验，
换一家医院却不算数。看同一种病，
在不同医院，要重复检查检验，令不
少患者烦恼，也加重了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出实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等7部门11月27日公布《关
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的指导意见》：

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
（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实
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
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
超过200项。

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
构间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冀、长
三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
目数超过200项。

到2030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
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验同质化水
平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
本建立，基本实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
跨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
“小方便”，关系着群众就医体验的大
提升。

随着结果互认，患者可以最大限
度避免重复检查，不仅节约就医时
间，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

不同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标准
不一、水平不一，如何保障医疗质量，
让结果能互认、敢互认？医改惠民背
后，有大量“看不见”的基础支撑。

如何破解“不能认”？检查检验
结果要“联网”。

患者带来的胶片看不清楚，但
打开电脑上的互认平台，之前检查
的细节都能看到了——这是一位医
生使用当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
后的感受。

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结果，在
同一个电子平台上打得开、看得到，
首先得统一数据标准。目前，各地
积极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三
年攻坚行动自2023年10月以来持续
开展，力争实现各机构之间信息化
建设“车同轨”。

此次印发的文件专门提出，各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区域信
息平台建设，通过建立检查检验结
果数据库、“数字影像”或“影像云”
等方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区域内跨机构共享调阅。

如何破解“不敢认”？检查检验
结果要“达标”。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利患者
是目的，把病看准是前提。有患者
和医务人员担心，一些基层医疗机

构的检查检验结果“不准”，上级医
院又将其作为诊疗依据，最后“受
伤”的还是患者。

本次印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强
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各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提升辖区内检查检验
同质化水平，落实城市医疗资源下
沉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机制，提升
基层医疗机构检查检验能力水平。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通过
推进结果互认，也在倒逼自身水平
提升。只有基层强起来，分级诊疗
体系才能加快落地，才能实现大医
院不再人满为患、看病检查不再排
长队的期盼。

医学专家提醒，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有医务人员说，在诊疗过程中，
有的患者因外伤、急性病等，病情变
化快，即使前期做过检查，为确保医
疗安全，也仍然需要重新检查。

为此，文件要求，坚持以保障质
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为标
准，积极有序推进互认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
雅辉说，应尊重疾病诊疗的客观规
律，尤其尊重医生的临床决策权。同
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加强医患
之间的沟通，在检查检验结果不能互
认时，对患者做好解释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