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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农遗拓展、农村电商、农旅融

合……丽水开创农民增收“十法”，
让农民怀揣增收新绝技，快步奔共
富。其中，通过农遗文化品牌拓
展，让“稻鱼共生”“梯田共生”“林
菇共育”“茭鸭共生”等农遗文化释
放创富效应，仅青田“稻鱼共生”产
业面积就超 5万亩，2.1万名农民人
均增收 1.98万元。

农村电商，在丽水方兴未艾。
去年，丽水在全省率先出台直播电
商“共富工坊”建设方案，创建 75家
山播“共富工坊”，网络零售额达
41.2亿元，带动 1万余名村民就业，
带动村镇增收 1.5亿元。

民富村强，各显神通。松阳县
海拔 850 多米山岗上的陈家铺村，
近年来从交通不便、房屋随时坍塌
的“无人村”，蝶变为游客心向往之

的乡愁地。村党支部书记鲍朝火自
豪地说，村里打出的“最后的江南秘
境”招牌不断出圈，引入业界知名的

“先锋书店”，带动农家乐民宿经济
火爆，村集体年收入超过 100万元，
带动农民年平均增收 6000元以上。

山海携手，情牵老区，助力共
富。近一年来丽水落地“山海协作”
产 业 合 作 项 目 196 个 ，到 位 资 金
307.8亿元。

出高招、创新业，丽水农民迈向
共同富裕的快车道。到目前，全市农
民收入增幅全省“十四连冠”，城乡
居民收入均跻身全国地级市前 40，
居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第一。

精 神“ 红 ”、生 态“ 绿 ”、创 新
“金”，在丽水这片红色热土与绿色
山水中，“红绿金”共富图景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

擦亮“红绿金”老区奔共富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刘
萍 何艳丽）这段时间以来，每到傍
晚，缙云新建镇笕川村里总会传出
村民以及周边健身爱好者在球场拼
搏的呐喊声，“桥下空间得到了充分
利用，村民们的业余生活比以前丰
富太多了。”

这处由一个标准网球场、两个
标准篮球场、四个羽毛球场组合而
成的桥下体育休闲公园，位于 330
高架桥（笕川段）桥下，原本近乎荒
废。“村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
议，我们作了初步汇总，并结合县文
旅部门‘微改造 精提升’工程，将其
打造成了体育场地，进一步完善‘15
分钟健身圈’。”笕川村有关负责人
介绍。

据了解，桥下体育休闲公园项
目位于 330国道西移后闲置地块，
原本建筑垃圾、土堆等各类杂物堆

积，多为泥泞破损的路面，水渠处杂
草较多，无功能性场地、无人管理，
呈现“脏乱差”的问题。

借助“微改造 精提升”工程，约
5000 平方米的闲置空间得以充分
利用，项目以服务“全龄段”为脉络，
结合时尚的体育设计元素，打造全
民热爱运动的城市环境，既能满足
群众运动健身需要又能满足群众休
闲游憩的需求，既是竞技体育比赛
场，也是茶余饭后休憩地。

以示范带动全域推广。新建镇
有关负责人说，将持续提升城镇功
能品质，营造靓丽城镇环境，以“优
化桥下空间利用布局，推进桥下空
间布局优化”为契机，进一步挖掘、
整治、改造城镇闲置空间，释放城镇
发展活力，让城镇的“隐秘角落”成
为“乐享空间”。

盘活空间 提升品质

缙云新建镇：“微改造 精提升”
助力“15分钟健身圈”建设

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6 月
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海峡论坛是促进
两岸各界广泛交往、推动两岸民间
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岸同胞通
过海峡论坛交流交友交心，厚植情

谊、增进福祉，越走越近、越走越
亲。希望海峡论坛为扩大两岸民间
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增添
生机活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前景光明，国家好，民族好，两
岸同胞才会好。我们将一如既往尊

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持续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
各领域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
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希望
两岸同胞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守
民族大义，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共

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共享民族复
兴伟大荣光！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由国务院台
湾事务办公室与福建省人民政府会
同两岸 82 家机构、组织共同主办，
主题为“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
展”，17日在厦门举办论坛大会。

习近平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致贺信

游客在位于新疆霍
城县芦草沟镇四宫村的
解忧公主薰衣草农场游
玩（6月16日摄）。

进入 6 月，“中国薰
衣草之乡”新疆霍城县 5
万亩薰衣草竞相绽放，紫
色花海香气袭人，吸引了
大批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近日，北京、广州等地接连监测
发现猴痘病毒感染病例。什么是猴
痘病毒，如何传播？重点人群怎样
做好监测报备？出现哪些症状须及
时就医？针对社会热点关切，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日前组织
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专门作
出回应。

普通人群感染猴痘几率不高

“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
的动物源性疾病。既往主要在西非
和中非地区呈地方性流行趋势。”中
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施国庆介绍，目前全球每周
报告约 90例猴痘病例，猴痘疫情已
处于较低水平。今年 5 月 11 日，世
界卫生组织已宣布猴痘疫情不再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近期，随着部分亚洲国家出现
猴痘病例增多趋势，我国个别城市
也出现了少数病例。

2022 年 5 月以来，全球多地暴
发猴痘疫情，我国疾控机构高度重
视，从加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感染
高风险人群监测、医疗机构症状监
测等方面，持续开展风险评估和及
时报告。

专家指出，猴痘病毒主要是通
过破损的皮肤和黏膜进入人体。作
为普通民众，接触的机会很少，不必
过于担心，更不要恐慌，保持良好心
态。

施国庆表示，当前我国猴痘疫
情发现较为及时，下一步要进一步
加强重点人群宣教与健康监测，及
时发现与处置潜在的隐匿传播疫
情，特别是要加强有境外可疑接触
史，以及与其有密切接触的高风险
人群健康监测。

重点人群做好监测与报备

根据《猴痘诊疗指南（2022 年
版）》，出入境人员和涉疫地区人员

需关注所在国的猴痘疫情信息，在
猴痘地方性流行地区，尽量避免与
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包括患
病或死亡的动物）发生接触。

同时，疫区归国人员需注意自
我健康监测，出现皮疹等症状时，应
主动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疫区旅
行史，以助于诊断和治疗。

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吕繁介绍，有过接触史和
暴露史的人群要加强自我健康监
测，即使尚未出现症状，也鼓励主动
联系当地疾控中心进行咨询和报
备，必要时做相关检测。同时，减少
和周围人群的密切接触，尤其是性
伴侣。

出现这些症状须及时就医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
医师李侗曾介绍，感染猴痘病毒后，
发病早期临床症状和流感症状相
近，包括发烧、畏寒、头痛、肌肉酸

痛、乏力等，部分感染者会感到没精
神、嗜睡。

“一般在出现以上症状三天左
右会出现皮疹和淋巴结肿大，包括
颈部、腋窝、腹股沟、头面部等部位，
还可能累及四肢、生殖器、口腔黏膜
等。部分患者可出现并发症，极少
数重症病例出现脑炎。”李侗曾介
绍，如果发现自己有过猴痘接触史，
或出现了以上相应症状，应及时就
医并告知接诊医生接触史和暴露
史。

李侗曾说，从临床情况看，大多
数猴痘病例为轻型、普通型，是可以
自愈的。目前治疗主要是做好防护
隔离和对症治疗，如发烧时，使用退
热药物，多补充液体；痘疱疹破裂
后，用碘伏、酒精等擦拭消毒，预防
继发感染。

新华社记者 李恒 顾天成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如何科学应对猴痘病毒？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据新华社西安6月17日电（记
者 骆晓飞 付瑞霞）记者 17 日在
第 29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国家主场纪念活动上了解到，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沙取得了
显著成效，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2033万公顷，53%的可治理沙化土
地得到治理。

我国是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持续系统治理，当前我国
荒漠化、沙化土地呈现出“整体好
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初步建立
了法治、工程、考核、政策、科技推
广、调查监测等体系，走出了一条
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
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
查结果显示，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连续 4 个监测期净减少。
2009 年至 2019 年，荒漠化土地净
减少 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净减
少 4.33万平方公里。

国家林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随着保护修复难度不断加
大，我国防沙治沙形势依然严峻，
下一步将抓紧制定关于加强荒漠
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的意见，修订、编制

“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和六期规划，
健全“三北”工程资金支持和政策
支持体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国际
交流合作，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荒漠化防治，坚决打好“三北”工
程防沙治沙攻坚战。

我国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记
者 彭韵佳 沐铁城）国家医保局 17
日发布《关于实施医保服务十六项
便民措施的通知》，推出首批十六
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以简化手
续、精简材料、压缩时限、创新服务
模式，十六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主
要包括“减环节”“优流程”“优服
务”“一站办”“减跑动”五个方面。

一是“减环节”，提速医保转移
接续。取消转出地出具参保凭证
和转入地出具联系函两个办理环
节，将基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间
由原来 45个工作日压缩为 15个工
作日，开通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跨
省通办”服务，方便群众线上申请、
查询办理进度。

二是“优流程”，便利异地就医
备案。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方便参保人线上办理异地备案；扩
大备案范围至高血压、糖尿病等 5
种门诊慢特病患者；未异地备案的
急诊抢救参保人员可视同已备案；
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
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三是“优服务”，便捷群众医保

信息查询。开通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网厅或地方医保服务平台
等多种查询渠道，在医保经办大厅
和有条件的银行营业网点、社区服
务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等场所设立
医保自助区，方便群众查询个人缴
费记录、医保账户、医保药品目录
等信息。

四是“一站办”，推行医保服务
“一窗通办”。针对传统服务窗口
职能单一、群众多头跑腿等弊端，
推进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
制”，窗口前台不分险种、不分事
项、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后台分
办联办快办。

五是“减跑动”，推进医保服务
“网上办”。依托医保服务平台“个
人网厅”“单位网厅”，实现参保登
记、参保信息变更等高频事项“网
上办”。依托数字赋能，参保群众
不需持实体卡，凭医保电子凭证二
维码或刷脸就可以看病买药。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向各地
征集医保便民服务典型做法和经
验，总结经验成效，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并持续推出医保服务便民措
施。

国家医保局推出首批
十六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