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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县乡村全覆盖

群众就近看病就医更加方便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24 日 电

（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
口基本医疗有保障。截至 2021年
底，全国已有县级医疗卫生机构2.3
万个，乡镇卫生院3.5万个，村卫生
室59.9万个，实现县乡村全覆盖。

在 24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
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
乡村振兴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
国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消除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
点”、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因户
因人因病精准施策、重点地区重点
疾病防控四个方面着手，我国深入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农村医疗卫生
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群众就近看病
就医更加方便。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关键战役。何锦国介绍，脱贫攻
坚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4万亿元，支持脱贫任务重的 25
个省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十年来，我国历史性解决了
部分地区基层缺机构、缺医生问
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信息显
示，我国已实现每个脱贫县至少
有 1 家公立医院、消除了 6903 个
村卫生室无村医“空白点”、累计
帮助近 1000万个因病致贫家庭摆
脱贫困。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同
时，预防因病致贫返贫、实施大病
集中救治十分关键。全国健康扶
贫动态管理系统数据显示，近年
来，我国已对 290余万患大病家庭

进行专项救治，对 1216 万因患慢
病致贫的贫困家庭进行慢病管理。

“帮扶措施落实到人、精准到
病，对贫困患者实行精准分类救
治。”何锦国说，截至 2020年底，健
康扶贫工程已累计救治 2000多万
人，曾经被病魔困扰的许多家庭挺
起了生活的脊梁。

行百里者半九十，人民健康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按
照《关于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我国将进一步巩固拓展健康扶贫
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
健康保障，包括守住防止规模性因
病返贫的底线、守住保持乡村医疗
卫生服务全覆盖的底线、全面提升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

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

数量居世界首位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记者 于文静）近日，联合国粮农
组织通过线上方式完成考察，正式
认定我国 3个传统农业系统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是福建
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
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
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记者 24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到，截至目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增至 18项，数量居世界
首位。

据了解，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
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

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
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该系统同时
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
系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
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
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
代，该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
游牧生活。该系统拥有森林、草
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
观。当地牧民现今仍是传统游牧

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
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
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
来源得到保障。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
总面积 21 万亩，石堰长度近万
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
表。数百年来，该系统不仅保留
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
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
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
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

毕业季来临，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康乾街道的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即将毕
业的2119名学子在校园内合影留念，记录在母
校的最后时光。 新华社发 谢尚国 摄

毕业留影致青春

提 醒
高考生这份科学饮食攻略请查收

新华社长沙5月24日电（记者 帅 才 阮周围
姚 羽）临近高考，一些高考生盲目进补，还有不少
家长给考生服用保健品、补品，专家指出，这是不
可取的。

营养专家建议，夏季天气炎热，食物容易变
质，高考生饮食要讲究“清淡、养胃、补脑”的原则，
家长应注意食物类别多样、荤素搭配，不要突然改
变考生的饮食习惯，也不要盲目给考生进补，以免
增加考生的肠胃负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营养师龚偲建议，一是
注意均衡饮食。早餐食物种类不宜太单一，可以
安排杂粮粥、麦片、面条等主食，搭配鸡蛋、牛奶和
一些蔬果；中餐讲究荤素搭配、种类多样、营养均
衡；晚餐可以选择一些清淡、养胃的饮食。晚上复
习时如果要加餐，家长可以为考生准备小米粥、百
合粥等，既不增加胃肠负担，还有助于改善睡眠。

二是守住食品安全。夏季天气炎热、湿度加
大，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家长在为考生备餐时要注
意卫生，制作食物过程中要经常洗手，生熟分开，
尤其是生的肉、禽、海产品要和其他食物分开洗、
切、保存，避免混用餐具。考生尽量不吃辛辣、油
腻和生冷食物，避免因食用不洁食物引起急性胃
肠炎影响考试。

三是适当给胃肠减负。考生如果进补过量，
可能会出现不吸收、不适应等情况，还会导致腹
泻、过敏等症状。家长不要让考生每餐都吃大鱼
大肉，也不要给考生盲目进补或者服用中药，可以
采用蒸、煮、炖、焖等烹调方式，尽量选择新鲜食
材，比如鸡蛋、水产品、瘦肉、大豆等高蛋白食物。

四是不要突然改变考生的饮食习惯。越是临
近考试，家长越要保持平常心，尊重考生的饮食习
惯，不要突然调整考生的饮食，既不增加考生的心
理压力，也能减少考生胃肠道不适。

注 意
高考生这些信息不容错过

教育部反复提醒三件事：一是做好考前本地
14天健康监测，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区域流
动、不到人群流动性较大场所、不前往中高风险
等级地区等。对于滞留在外省的考生，应及时向
考点所在地考试机构如实报告自身健康情况、相
关返程安排等信息，提前 14天返回考点所在省
（区、市）。二是按照考点所在地考试机构工作要
求，进行核酸检测、健康码、体温等健康筛查工
作，并服从考点相关防疫安排。三是保持通讯畅
通，密切关注考点所在地考试机构发布的相关公
告信息。如有突发特殊情况，及时向考点所在地
考试机构报告。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
的通知明确提出，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
倾斜力度。综合考虑生源数量、入学机会及学校
办学条件等因素，合理安排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
招生协作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
继续实施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专项计
划，严格报考条件，加强资格审核，优化招录程
序，推动专项计划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根据教育部2022年公布的2021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新增备案专业
1773个、审批专业 188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
修业年限专业点48个，撤销专业点804个。碳储
科学与工程、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生物育种科
学、资源环境大数据工程、湿地保护与恢复、智慧
林业、劳动教育、科学史等 31种新专业正式纳入
本科专业目录。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