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2667189 ■电子信箱：lsrbbjcbb@163.com

2025年7月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孙 蕾 版面设计 蒋巧巧

TIAN XIA 4天下

本 报 地 址 : 丽 水 市 花 园 路 2 号 邮 编 :323000 每份单价: 1.5 元 总编办:2667209 投 稿 邮 箱 ：lsrbybb@163.com 发 行 投 诉 :2128825 2113612 广 告 热 线 :2117788 印 刷 : 丽 水 日 报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广 告 许 可 证 :3325004000070

新华社北京 7月 4日电（记者
李恒）即将迎来小暑节气，我国大
部分地区气温持续升高，雷雨多
发，空气湿度逐渐增加，健康问题
备受关注。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以“时令节气与健康”为主题举行
新闻发布会，围绕三伏贴使用、腹
泻治疗等话题，为公众健康过夏提
供指引。

三伏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
代表疗法，近年来广受欢迎。中国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王凤

云介绍，三伏贴适用范围包括受凉
以后就容易发作或者在冬季容易反
复发作的疾病。儿童贴敷时间不宜
过长，一般以 0.5 小时到 2 小时为
宜，要密切观察孩子皮肤反应情况，
如果有过敏要及时停用；老年人使
用三伏贴时，若出现皮肤红肿、瘙痒
等不适，应立即停用，必要时咨询医
生；孕妇禁用三伏贴。

夏季蚊虫活跃，天津市疾控中
心主任医师张颖提醒，蚊子能传播
多种疾病，要注意灭蚊防蚊。尽量

不给蚊子留产卵场所，如家里的盆
盆罐罐加盖或倒扣放置，填平自家
院子或周边的小水坑、小水洼等。
此外，使用纱窗、纱门、蚊帐防蚊，
下水道使用防臭防虫地漏；进入家
里前轻轻拍打身体驱赶蚊子，大量
出汗后及时洗澡换衣；在室外工
作 、旅 游 时 ，最 好 穿 浅 色 长 袖 长
裤。

腹泻问题，夏季高发。北京协
和医院主任医师李景南指出，多数
情况下，腹泻的发生与肠道内环境

紊乱密切相关。补充益生菌对于改
善肠道菌群、调节肠道内环境紊乱
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近年来，每逢暑假，医疗美容
就迎来一波热潮。中国医学科学
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王永前
提示，医疗美容的本质是医疗行
为，要充分了解医疗美容项目的风
险和实际效果。前往医疗机构、使
用正规的产品和器械，可以大大降
低风险，但不建议未成年人接受医
美手术。

如何健康过夏？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供指引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
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近日对外
公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4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来自水利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围绕意见相关问
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水网建设是江河保护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水网
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一批国
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推进。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
介绍，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已经累计调水突破 800 亿立方
米；2022 年以来，珠三角水资源配
置、引江济淮一期、引汉济渭等 12
项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通水；近年
来新开工的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等 31
项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和重点水源
工程，建成后可新增供水能力 49亿
立方米。

在推进省市县级水网建设方
面，我国近年来新建安徽怀洪新河、
广西下六甲等 72处大中型灌区，并
对 1900 多处大中型灌区实施现代
化改造，将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1.91
亿亩。2022年以来，我国完成了 6.3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提升 3.4亿农村

人口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如何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提质增

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将坚
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
走、机制跟着资金走，推动工程高站
位谋划、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平运
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负
责人关锡璠说。

关锡璠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
方，完善项目前期工作、及早下达中
央投资、加强建设质量管理、强化工
程运行管护，继续加快推进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

形成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
保护治理格局

意见提出形成江河哺育人民、
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
河保护治理格局。在场部门负责人
表示，需从节约用水、地下水保护治
理、复苏河湖生态等多方面着手，推
动人水和谐。

意见对全方位提升节水水平作
出系统部署。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
庆介绍，目前我国以全球 6%的淡水
资源创造了世界 18%以上的经济总
量。水利部将围绕农业节水增效、
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等方

面，建立健全科学灌溉制度、节水产
业发展、再生水利用管理等制度体
系，推进节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地下水保护治理是全面推进江
河保护治理的重要一环。与 2015
年相比，当前全国地下水超采量减
少 31.9%，超采区面积减少 6.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张
祥伟表示，将在已有治理工作基础
上，提出地下水压采、回补和河湖恢
复面积等具体目标，从节水、产业结
构调整、水源置换、生态补水等方面
采取措施，压减超采量，填补亏缺
量，力争实现地下水水位持续稳中
有升。

近年来，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取
得显著成效。“大家熟悉的京杭大运
河连续 4年全线贯通，永定河连续 5
年全线贯通，海河流域河湖生态环
境持续好转。”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
绍，越来越多的河流水量多了、水质
好了。

聚焦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下一
步举措，陈敏表示，要着重抓好母亲
河复苏行动、加强河湖生态流量管
理、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与保护、持续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不懈
抓好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

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

意见提出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
格局。陈敏介绍，加快构建流域防
洪减灾新格局，就是着力构建现代
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系统
提升洪涝灾害风险防控能力。

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
体系”，即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构
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健全洪涝灾
害防御工作体系。具体举措包括综
合运用蓄洪、滞洪、泄洪、排洪等综合
措施增强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优
化气象水文监测站网布局，构建责任
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三位一
体”的洪涝灾害防御工作机制等。

今年，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
特征明显。截至 4日上午 8时，我国
累计已有 3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
洪水。

“目前全国已进入主汛期。”陈
敏表示，水利部将围绕“人员不伤
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
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滚
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强化流域
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抓好重点环
节防御措施，全力保障江河安澜。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如何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
这场发布会作出详解

7 月 3 日，浙江省湖州
市长兴县龙山街道齐北社
区幸福邻里中心，志愿者
指导孩子们制作手工。

暑期来临，许多青年
志 愿 者 投 入 志 愿 服 务 活
动，为社会贡献力量。

新华社发（谭云俸 摄）

7月的北京，夏意正浓。在宣
南书店古朴的院落里，100余幅色
彩斑斓的画作静静陈列，每一笔线
条、每一抹色彩背后，都是一个关
于坚韧与希望的故事。

这里是“2万分之一的偶遇——
罕见病腱鞘巨细胞瘤（TGCT）公
益科普画展”的现场。这场由中
国罕见病联盟、北京罕见病诊疗
与保障学会、蔻德罕见病中心等
主办的科普与艺术交织的公益行
动，试图为公众揭开一种潜伏于
关节深处的“隐形威胁”——腱鞘
巨细胞瘤的神秘面纱。

“关节肿胀、疼痛、僵硬，行动
受限……这些画作不仅是艺术表
达，更是患者真实的生命体验。”4
日上午，以“多方携手：点亮罕见病
TGCT 科普与治疗之路”为主题的
沙龙活动上，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
理事长李林康指着墙上一幅描绘
关节变形的手绘作品说道。画中
扭曲的线条与鲜红的色块，直观呈
现了TGCT患者的日常痛苦。

腱鞘巨细胞瘤，又称色素沉着
绒毛结节性滑膜炎（PVNS），起源
于关节、滑囊和腱鞘的滑膜衬里，
发病率仅为 2万分之一，已被列入
国家《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由于
疾病罕见且症状隐匿，患者常面临
误诊、漏诊困境。数据显示，我国
每年新增患者约 6万人。

“从首次就诊到确诊，平均需
要 1至 2年。”北京积水潭医院骨与
软组织肿瘤诊疗研究中心主任牛
晓辉坦言，“许多患者辗转多家医
院，甚至被误认为关节炎或肿瘤，
身心备受煎熬。”

“来门诊就诊的患者，大多数
都是从外地赶来的。作为医生，要
多讲几句，讲清楚，让患者和家属
心里有底。”牛晓辉从临床角度呼
吁医患“双向奔赴”：“医生要主动
走出诊室做科普，公众也要提高对
罕见症状的警惕。”

黄如方，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
人，也是一名患假性软骨发育不全
症的罕见病患者。“社会对腱鞘巨
细胞瘤的认知仍存空白，希望通过
艺术的线条与笔触勾勒出患者的
困境和疼痛，帮助大家意识到这一
罕见肿瘤离我们并不遥远。”黄如
方说，“我们也需要更多这样的科
普活动，把医学语言‘翻译’成公众
能理解的故事。”

在默克中国医药健康董事总
经理张巍看来，罕见病诊疗涵盖疾
病认知、临床诊疗、药品供应、支付
和患者管理等多个关键环节，需要
各方力量携手并肩作战，将一座座
孤立的岛屿连接成希望的大陆。

沙龙外，画展现场的人流渐
密。一位母亲蹲下身，指着展板上
的卡通图解对女儿轻声解释：“这
种病会让关节里长小疙瘩……”科
普的种子，悄然播撒。

“罕见病防治的终极目标，是
让每一个‘2 万分之一’都不再孤
独。”李林康说，“今天，我们用艺术
打破沉默，用对话消弭隔阂。当科
普之光照进罕见病的角落，改变的
不仅是诊疗路径，更是社会的温
度。”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罕见
病支持体系建设，将完善罕见病
用药保障政策纳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数据显示，我
国已建立罕见病诊疗服务信息系
统，目前已登记超 147万条病例信
息；TGCT 等疾病被纳入医保专项
研究，部分创新药通过“绿色通
道”加速审批。

据悉，此次画展汇集了患者、
家属、医护人员及艺术家的共创作
品。画展将从 4日持续至 6日。

当科学与艺术共舞，政策与市
场合力，那“2 万分之一”的微光，
终将汇入健康中国的星河。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多方携手点亮
罕见病患者希望之灯

“700XXXXXXXXXXXX”！不
久后，当你看到类似这样 15 位的
号码来电时，可以认定本次通信启
用了号码保护服务，对方使用了

“隐私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

知，部署开展号码保护服务业务试
点工作。其中，规划 700号段作为
号码保护服务业务的专用号段，这
意味着我国对“隐私号”的管理更
趋规范。

什么是“隐私号”？其实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比如在网约车服务中，乘客和
司机相互打电话，彼此手机上显示
的号码通常并非对方真实手机号，
这种就是打车平台为保护双方电
话号码隐私临时分配的所谓“隐私
号”，又称“中间号”。

同样，在网络购物中，购物平
台通常也会临时生成一个“隐私
号”，隐藏订单收件人的实际号码，
商家发货和快递派送时均可通过
该“隐私号”联系到收件人。

类似的应用场景很多，比如外
卖平台、快递物流等。目前，我国
号码保护服务已经形成较为清晰
的业务实现路径，有效降低了个人
电话号码被泄露的风险。

但记者采访也发现，当前号码
保护服务仍面临不少问题。比如

“隐私号”格式不统一，有手机号
码、固定电话号码、“95”开头号码
等各种形式，用户无法判别来电是

“隐私号”还是实际号码。
此外，个别企业以保护用户

隐私为由，批量使用手机号作为
“隐私号”拨打营销电话。缺少统
一的技术实现标准及服务规范要
求，也给服务稳定性带来一定挑
战。

“因此，开展号码保护服务业
务试点，既是要制定一套可持续的
方案，培育壮大新业态，打造新的
经济增长点，又是要在业务全流程
做好动态管理和安全保障，落实好
码号、业务和电信网络诈骗等管理
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规范“隐私号”管理，新部署的
号码服务业务试点工作对症出招、
精准发力。

以 专 用 号 段 方 便 用 户 识
别 ——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供的数据
显示，当前我国号码保护服务业务
日均订单量至少为 3.5亿。

面对如此量级的业务需求，规
划 700专用号码，在形式上可以与
手机号码明显区分，在数量上可以
更好满足未来快递、外卖、网约车
等场景千亿级的码号资源需求。

分阶段稳步推进试点——
考虑到业务开展涉及多方调

整，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通知设
置了三个月试点准备阶段、三个月
试点过渡阶段、两年正式试点阶
段。试点过渡阶段结束后，将全部
使用 700 专用号码开展号码保护
服务业务。

完 善 制 度 监 管 严 惩 违 规 行
为——

通知严格管理业务试点和 700
专用号码申请，明确了业务定义和
业务参与方，以及应用平台提供
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业务使
用方等三方参与主体的责任边界
和相关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要求强化
业务和码号分配的全流程管理，提
升技术监管手段，有效支撑违规行
为溯源，切实防范 700专用号码被
滥用。对于试点期间出现严重违
法违规行为的业务参与方，将依法
依规撤销试点资格，并会同有关部
门进行严肃查处。

此外，建立业务使用方信用档
案，对存在转租转售电信资源、利
用虚假伪造订单信息使用号码保
护服务业务、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拨打商业营销电话或发送商业营
销短信扰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业
务使用方信息进行共享。

配合试点工作，一系列举措也
将同步推进。

记者了解到，有关方面将对
700专用号码进行标记，提示用户
该号码为号码保护服务专用号码，
提升用户感知。用户在使用互联
网平台服务时，也可自主选择是否
授权同意互联网平台提供号码保
护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未来将
根据试点开展情况及时完善相关
政策，研究号码保护服务业务正式
施行事宜。

新华社记者 周圆 张辛欣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保护手机号隐私
700专用号段将启用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迎来
新一轮变革，大模型能力的突破式
迭代和推理成本快速下降使得大模
型应用迅速发展。此间举行的 2025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人工智能融合应
用发展论坛上，业内专家学者、企业
界人士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
千行百业，推动数字经济产业高质
量发展。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王仲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
第三次发展浪潮中的一个新的拐
点，原生多模态、具身智能、世界模
型等未来大模型技术愈发“风生水
起”。

“数字工厂”“灯塔工厂”等点亮
传统产业发展之光，企业、学校、医
院等大量应用场景中嵌入 AI 大模
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
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广泛且丰
富。

业内反映，大模型应用在过去

一年内呈现成本大幅下降态势，这
为人工智能应用加快落地提供了重
要基础条件。百度副总裁阮瑜表
示，整体来看，大模型的成本下降，
企业端的大模型应用比例显著提
升，AI大模型应用已开始成为企业
的核心生产工具。

今年 5 月，快手可灵推出全新
2.1系列模型，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提
升复杂场景视频生成能力。以可灵
AI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已深度嵌
入影视、游戏、广告营销、电商、文旅
等产业。

快手科技副总裁、可灵AI技术
负责人张迪表示，未来视频生成技
术将持续演进，能为具身智能提供
互动仿真的环境，有助于推动产业
互联网发展，进一步助力制造业等
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加快人
工智能产业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
和产业发展方面持续发力。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规模大、涉及面广、场景丰富，是
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主战场。”工业
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赵超凡
说，“我们将持续深化应用赋能推
广，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
工业化‘深度行’活动，遴选‘十大行
业、百大场景、千家标杆’，树立标杆
解决方案，引导人工智能更好赋能
实体经济。”

北京工业软件产业创新中心自
主研发的“杨梅工业”智能体开发和
应用平台上线开源，中国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启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
业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开源中国
发布“Gitee Xtreme 极智 AI”，中国
移动发布 AI 三维能力体系……论
坛上，一批“揭榜挂帅”大模型应用
需求向全社会发布，北京市人工智
能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全景展
现。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智能所

副所长顾维玺举例，当前人工智能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广存在诸多问
题，比如人工智能服务企业有效获
客渠道少、工业场景壁垒高，制造业
企业关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认知
少、人工智能预期效益不清晰等。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供需对接
服务平台将促进供需信息和资源的
高效对接。

人工智能与工业场景的加速融
合已成为发展趋势，供需协同将为
人工智能产品性能升级和工业场景
降本增效提供“催化剂”。

奇绩创坛合伙人毛圣博表示，
中国工业门类齐全，这意味着我们
有 丰 富 的 应 用 场 景 和 宝 贵 的 数
据。充分发挥产业链、应用场景和
市场规模的优势，相信我们能够构
建 出 全 新 的 AI 供 应 链 和 产 业 生
态。

新华社记者 阳娜 吉宁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从大模型到大应用
——业内热议人工智能如何加速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