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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儿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冬季流感等呼吸道疾
病高发，疫情下孕产妇、儿
童等特殊人群该如何做好
健康防护？有孩子的家庭
是 否 需 要 多 储 备 一 些 药
品？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组织权威专家——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
院急诊科主任王荃作出专
业解答。

1．问：孕产妇与普通人
群相比是否更易感染新冠
病毒？该如何做好防护？

乔杰：从总体人群表现
看，孕产妇奥密克戎感染率
和普通人群接近，出现症状
的表现类型也和普通人群
接近，如咽干、咳嗽、流鼻
涕、浑身酸痛、发烧等。总
体而言，与普通人群相比，
感染没有给孕产妇的健康
带来更多影响。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基础病的孕产妇要加强自
我保护。有妊娠计划的女
性最好在孕前接种新冠病
毒 疫 苗 ，增 强 自 身 免 疫
力。尽量调整好身体状态
再怀孕。

孕产妇需注意防护，做
到以下关键点：出门、在公
共场所戴口罩，到医院就诊
时戴 N95 口罩，少去人员聚
集场所；居家或在办公室时
经常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外出回来勤洗手。

2．问：如遇封闭隔离，
孕产妇无法按时就诊，该如
何处理？

乔杰：孕产妇如遇封闭
隔离无法按时就诊，不要着
急、焦虑，要和自己的助产机
构及时联系。就诊属常规体

检的，可以更改时间；如属紧
急就诊，可与社区及时沟通，
通过特殊通道就诊。

3．问：正值呼吸道疾病
高发季节，孩子发烧、咳嗽，
是否需要去医院？

王荃：秋冬季是儿童呼
吸道疾病高发季节，发烧和
咳嗽是儿童呼吸道疾病常见
症状。导致发烧、咳嗽症状
的病原体非常多，以流感病
毒等病毒为主，也包括某些
细菌、肺炎支原体。

孩子生病后如果精神状
态稳定，家长做对症处理、观
察病情即可。如果连续发热
超过三天、持续高热、频繁咳
嗽或呕吐，甚至出现包块、频
繁腹泻、脓血便、尿量减少、
呼吸增快、呼吸困难、意识障
碍等情况，家长应带孩子及
时就医。

在医院期间，家长应做
好自身和孩子的健康防护，
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回
家后立即脱掉外套、鞋帽并
认真洗手。

4．问：有孩子的家庭
眼下是否应该多备一些
药品？

王荃：家里备一些适合
儿童服用的退烧药等即可，
不建议家里过多存药。给
孩子服药时应谨遵医嘱并
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为
了确保安全，家长不要只凭
经验给药。

孩子居家时，要保持规
律作息、充足睡眠、合理膳
食、均衡营养、加强锻炼，多
吃水果和蔬菜。北方冬季
天气较干燥，家长要给孩子
多喝水，加强亲子沟通，保持
心情愉悦。

（据新新华）

《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5日联合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

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新华社
国家高端智库5日联合发布中
英文智库报告《为了人民幸福
生活——当代中国人权观的
实践和理论探索》。

围绕中国当代人权观，智
库报告分为三个部分深度解
读中国人权道路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阐
释中国保障和发展人权实践
对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
权事业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
大意义。

从完成脱贫目标、实现全
面小康到中国人民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聚焦
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实践基
础”，报告指出，中国对人权的
保障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
落实到一件件具体的民生实
事上。

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是人
权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
捍卫者，持续制定实施国家人
权行动计划和其他专项计划
或规划，以保障促发展，以发
展促人权，实现了从贫困到温

饱、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
逐级进阶，并开启共同富裕的
高阶目标，正致力于让世界近
五分之一的人过上幸福而有
尊严的生活。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
人权”，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
高度凝练。报告从理论维度
进行系统总结，提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是当代中国人权观
的核心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
主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民主
要义，坚持以民生为人权发展
基础是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民

生追求。
同时，报告提炼出当代中

国人权观的认识论、实践论、
辩证法，即坚持人权是历史
的、具体的、现实的，坚持以
发展促人权，坚持个人人权
和集体人权有机统一；将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当代中
国人权观的目标定位、法治
路径和评价标准。

报告认为，中国在尊重和
保障人权方面的新理念新举

措新实践，不但为世界人权
事业和人类文明画卷增添了
新的色彩，也为各国特别是
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
借鉴。

报告将中国的人权保障
经验概括为坚强领导、立足实
际、发展驱动、法治保障、互鉴
包容五个方面，主张加强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解决全球人权

“治理赤字”，推动形成更加公
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
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120天，从种子到种子
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

新华社上海12月5日电
（记者 张建松 张 泉）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获悉，随着圆
满完成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
任务的3位航天员平安归来，
经历了 120 天全生命周期的
水稻和拟南芥种子，也一起
搭乘飞船返回舱从太空归
来。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
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
周期空间培养实验。

人类要在空间长期生
存，必须保证植物能够在空
间完成世代交替，成功繁殖
种子。此前，国际上在空间
只完成拟南芥、油菜、豌豆
和小麦“从种子到种子”的

培养。在中国空间站问天
实验舱生命科学项目中，中
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郑慧琼研究团队在
国际上首次开展了水稻“从
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
间培养实验。

据郑慧琼介绍，从 2022
年7月29日注入营养液启动
实验，至 11 月 25 日结束实
验，该项目共在轨开展实验
120天，完成了水稻和拟南芥
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开花结
籽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
其间，航天员在轨进行了三
次样品采集。

“通过对空间获取的图
像分析并与地面对照比较，

我们发现空间微重力对水
稻的多种农艺性状，包括株
高、分蘖数、生长速率、水分
调控、对光反应、开花时间、
种子发育过程以及结实率
等多方面，均有影响。”郑慧
琼说。

研究团队还在空间开
展了再生稻实验，并获得再
生稻的种子。“从剪株 20 天
后就可以再生出 2 个稻穗，
说明空间狭小的封闭环境
中再生稻生长是可行的，这
为空间作物的高效生产提
供 了 新 的 思 路 和 实 验 证
据。”郑慧琼说，“这也是国
际上首次在空间尝试运用
再生稻技术。”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洪广镇欣荣村是一个生态移民搬迁安置村。近年来，欣荣村
在福建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发展食用菌产业，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带
动移民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目前，欣荣村的食用菌种植面积近500亩，形
成了食用菌菌种繁育、菌棒生产、种植和销售全产业链，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图
为昨日，村民在温棚内采摘香菇。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食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食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