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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
官，被称为“生命之塔”。7月 28日
是世界肝炎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
题是“消除肝炎，积极行动”。如何
让病毒性肝炎防治施策更早、覆盖
更广，加速消除肝炎危害？新华社
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我国肝炎防控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

人们生活中所说的肝炎，常指
危害性大、传染性强的病毒性肝炎，
包括甲、乙、丙、丁、戊五种亚型。中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
师林炳亮介绍，对慢性乙型肝炎患
者来说，病情容易发展为肝硬化，罹
患肝癌的风险较常人高出 15至 20
倍。慢性肝炎往往给患者和家庭带
来沉重疾病负担。

2020 年我国 1 岁至 69 岁人群
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降为5.86%，1
岁至 4 岁儿童乙肝流行率降低到
0.3%……疾控机构公布最新数据显
示，我国肝炎防控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
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持续加强病毒性肝炎
等重点传染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消除丙型肝
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工作方案
（2021-2030年）》，明确我国消除丙
肝危害的具体目标，制定时间表和
路线图；国家医保局通过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降低肝炎抗
病毒药品价格，提高治疗药物可及
性……

“近年来，我国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消
除肝炎危害。”国家疾控局副局长
常继乐在近日举行的 2024 年世界
肝炎日宣传大会暨消除肝炎危害
行动大会上介绍，我国通过接种疫
苗让数千万儿童免受乙肝危害，丙
肝患者抗病毒治疗治愈率达 95%
以上。

肝炎防治仍面临多重挑战

到2030年，病毒性肝炎的新发
感染率减少90%，病死率减少65%，
诊 断 率 达 到 90% ，治 疗 率 达 到
80%……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
害的目标。

疾控机构专家表示，我国现有肝
炎病毒携带者和肝炎患者存量不少，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升，对肝炎患者的社会歧视在一定范
围内存在，群众肝炎防控知识知晓率
相对较低，实现2030年消除肝炎病毒
的目标任务仍然较重。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编写的《中
国肝炎疾病负担研究报告》显示，超过
70%的肝硬化、超过 80%的肝癌与乙
肝病毒或丙肝病毒感染有关，我国慢
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诊断率、治疗率有
待提高。对此，有业内专家认为，要实
现 2030 年消除肝炎病毒目标，肝炎、
肝硬化、肝癌的慢性肝病三步曲是必
须重视的“拦路虎”。

专家呼吁加强筛查、医防融合

减少重症肝病发生，提高诊断率、
治疗率是关键。有专家呼吁，要尽快

“找到”未发现、未治疗的病人。
“只有定期筛查，早发现、早治

疗，才能逐步减少肝炎、肝硬化、肝
癌发生。”北京友谊医院教授贾继东
建议，18 岁以上的成人应至少进行
一次乙肝筛查，女性每次妊娠时都应
筛 查 ，任 何 年 龄 的 高 危 人 群 都 应

筛查。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尹

遵栋表示，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感
染最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国新生儿乙
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保持在 90%以
上，全程接种率保持在 95%以上，可有
效降低乙肝感染的风险。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
为，基层医疗工作是消除肝炎危害的重
要支撑。肝炎筛查阳性后医防融合管
理意义重大，各级专业机构和专家应主
动加强多学科合作，弥补医防融合
缺口。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王宇呼
吁，要促进肝炎患者的全病程管理，在
慢性肝炎患者等重点人群中开展早期
肝癌监测。

据悉，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持续提
升防治质量、加强救治救助，包括坚
持预防为主，继续做好适龄儿童甲
肝、乙肝疫苗接种工作，筑牢免疫屏
障；加大检测力度，提高检测发现率，
促使患者应治尽治；强化诊疗服务规
范化管理，优化诊疗方案，扩大救治
覆盖面等。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提升防治质量 加速消除肝炎
——来自2024世界肝炎日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新华社长沙 7月 27日电（记者
帅才）盛夏时节，持续的高温天气可
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尤
其是对于冠心病等心血管病患者来
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相关专家
建议，心血管病患者要积极预防急
性心梗等心血管病意外发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内科余国
龙教授介绍，急性心梗是由于人体

的冠状动脉供血急剧减少或中断,使
相应的心肌严重而持久缺血，导致急
性心肌缺血性坏死，患者如果不能及
时治疗，死亡率较高。在高温天气下，
冠心病患者外周动脉血管扩张，出汗
较多，血压下降甚至出现低血压状态，
导致冠脉血流量下降，心肌供血不足，
增加了急性心梗发作的风险。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范文娟建议，冠心病等心血管病人
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患者锻炼身体
最好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进行，可选
择散步、慢跑等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
不要在烈日下锻炼，锻炼的时间不宜
太长；患者在夏季应多吃新鲜蔬菜、水
果等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避
免摄入过多高脂肪、高盐的食物。同

时，要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降低血液
黏稠度。

余国龙建议，心血管病患者在高
温天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按
时服药，高血压患者要定期测量血
压，不要自行减药、停药，还要定期
复查。一旦出现心慌、胸闷、胸痛等
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以免延误
治疗。

专家支招：盛夏季节心血管病患者健康养生

始建于元代，成型、调整于明清时期，
发展、保护于近现代……自肇建迄今，纵贯
北京老城南北的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
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
展现出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

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
秩序的杰作”申遗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决议，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增
至59项。

纵贯南北 穿越古今

北京正阳门箭楼外，前门五牌楼附近，
一个临时保护方舱内，正阳桥遗址揭开神
秘面纱。

经过考古发掘，历经岁月沧桑的正阳
桥桥洞清晰可见，一座石质镇水兽匍匐在
东南角雁翅泊岸上，它的嘴角、脊背、头部
犄角等部位上的纹饰格外精美。

“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一座单体最
大的桥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张利芳说，“这座镇水兽体量大，与正阳桥
的规制相呼应。数百年来，它的位置一直
没有被扰动，为我们复原正阳桥的空间位
置提供了精准的坐标。”

揭示历史细节、恢复历史风貌、丰富历
史内涵……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文物腾
退保护利用、文物修缮等工作，北京中轴线
的历史画卷变得更加真实、立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
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介绍，北京中轴线是
一个长达7.8公里的巨大建筑群和城市空
间的组合体，它将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有
机联系起来，其多元化的空间组织为传统
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见证。

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向南经过
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
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
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门；太庙和社稷
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侧。

“近年来，作为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的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
考古成果颇丰。除了正阳桥遗址，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遗存、珠市
口段排水沟渠遗存等，实证了北京中轴线历代沿用的史实，增强了北
京中轴线的历史信度。”张利芳说。

从正阳桥出发、一路向北，700多岁的万宁桥保持着从元代至今
的交通功能，证明了元、明、清三代中轴线的重叠关系。岸边垂柳、池
中荷花，与这座古桥相得益彰，吸引着游人拍照打卡。

吕舟说，北京中轴线表达出中华文明所秉持的“中”“和”哲学理
念，其建筑与景观集中呈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序的
强调。

古韵新生 活态传承

走进北京中山公园，古木高耸、绿草青青，曾经的皇家祭坛环境
清幽。

“这里是北京第一处转变为城市公园的皇家坛庙——社稷坛，是
北京中轴线公众化的开端。”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
盖建中说。

据史料记载，理想国都的核心布局可以概括为“左祖右社，面朝后
市”。太庙与社稷坛东西对称布局，体现了“左祖右社”的理想都城规
划范式。

从明朝保留至今的社稷祭坛由青白石砌筑，祭坛上按东青、南红、
西白、北黑、中黄铺设五色坛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古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今是文化遗产人民共享。”盖建
中说，近年来，中山公园加强对社稷坛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举办中山
公园社稷文化展、中山公园园史展、中轴线主题影像展等，以实物、历
史资料、老照片等为载体讲述鲜活的历史文化故事；开展文化进校园
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弘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
新文化。

历经多年的公众化转变过程，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故宫、太庙、
天坛、先农坛等昔日的皇家宫苑建筑和礼仪祭祀建筑均转变为面向公
众开放的公园或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延续居中、对称的原则，体现出对北京中
轴线建筑景观秩序的尊重，反映着中国传统规划原则、建筑审美倾向
在当代的延续。

当夜幕低垂，站在鼓楼二层向南眺望，沿北京中轴线延伸的地安
门外大街上，经过外立面改造、风貌恢复的各类建筑在灯光的映照下
流光溢彩。

北京钟鼓楼是“后市”区域的标志性建筑，与天安门、端门、故宫构
成的朝堂空间，共同展现了中国古代“面朝后市”的理想都城规划范
式。元代时，地安门外大街曾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时至今日，
这条大街沿线依然分布着大量的商业店铺。近年来，北京从功能业
态、建筑风貌等方面提出保护管理措施，鼓励发展与街区传统文化保
护传承相关的业态。

在地安门外大街经营中式服饰店的路建中说，具有历史风韵的街
区吸引了大量游客，也为自己的店铺带来红火的生意。

时代命题 北京经验

晴朗的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游人熙熙攘攘。近年来，经过腾
退保护，天坛的历史风貌得到极大的恢复，这座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
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近年来，北京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同步推进。自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出台以来，“老城不能再拆
了”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北京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契机，推进重点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
治，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不仅让中轴线上
的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也让居民的生活品质有了很大的改善与
提升。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居民张炜感叹：“老北京的胡同、四合
院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让我小时候的记忆没有因为城市的快速发展而
遗失。”

北京加快运用数字化手段，为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赋能：搭
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为中轴线的保护、管理、展示
和利用提供数据支撑；建立“多模态”的数字资源库，探索中轴线数字
资源在音乐、游戏、文创衍生等多元文化艺术场景中的应用……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保护不仅有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而且包
含保护协调机制的搭建、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阐释展示体系的构
建。”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在北京
中轴线10多年的申遗过程中，北京的城市肌理也得到了有力保护。

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10余年的意大利汉学家麦克雷说：“古今交
融的北京中轴线令人心驰神往。我喜欢沿着中轴线骑行，感知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

“北京中轴线承载的是一个古今交融的大国首都绵延不绝的历史
文脉。”邓超说，“未来，北京中轴线上将会有更多具备开放条件的文
物古迹，让公众能走得近、看得到、读得懂。”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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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依托丰富的森林资
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引导农民
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在林间种植灵芝、赤松茸、木
耳等菌类，促进农民增收。

图为 7 月 27 日，围场县哈里
哈镇一家食用菌合作社的社员在
林间采摘赤松茸。

（新华社发）

发展林下经济

促进农民增收

新华社北京 7月 27日电（记者
刘诗平）水利部 27 日发布汛情通
报，受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影响，
27日至 31日，长江、黄河、海河、辽
河和松花江等流域的一些河流可能
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紧盯台风
移动路径及影响区域，突出做好山
洪灾害防御工作，采取更加精准的
针对性防范措施应对台风暴雨
洪水。

水利部当日召开专题会商会
议，滚动分析研判第 3 号台风“格
美”发展态势。根据预报，受台风

“格美”影响，27日至31日，长江流域
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黄河流域伊
洛河，海河流域漳卫河、子牙河、北三
河、滦河，辽河流域辽河、浑河、太子
河，松花江流域第二松花江、牡丹江等
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台风移动路
径覆盖区域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
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日18时联
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
27 日 20 时至 28 日 20 时，辽宁东北
部、吉林中西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
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

警），其中湖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
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鉴于未来 24 小时湖南郴州、衡
阳、娄底、邵阳、湘潭、永州、长沙、株
洲等市 29 个县（市、区）达到红色预
警级别、13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
警级别，且近日受台风“格美”影响
还将有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风险
高，水利部当日 18 时将针对湖南省
的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
Ⅲ级。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
李国英表示，水利部门采取更加精准

的针对性防范措施应对：加强滚动监
测预报、预报结果迅即直达防御一线，
高度重视细化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系
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
程体系，做好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工作，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和
供水安全。

汛情通报显示，截至当日8时，黑
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浙江、福建、
江西、广东等地有 87条河流超警，其
中15条河流超保。目前，水利部共有
17 个工作组协助指导地方做好台风

“格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水 利 部 门 精 准 应 对 台 风 暴 雨 洪 水

新华社济南 7月 27日电（记者
萧海川、史竞男）场馆内熙熙攘攘，
来自全国数百家出版社的 1000 余
种精品图书在“C位”集中亮相，吸
引不同年龄段读者驻足流连。

这是记者在“践行习近平文化
思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展

暨全国图书精品展上看到的场景。在
26日开幕的第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
览会上，这一位于主会场核心位置的
展区成为焦点。

据介绍，此次展览分为中心展区、
专题展区两大展区，集中展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著

作、权威读本、理论专著等重点主题图书。
其中，中心展区聚焦“新思想引领

新征程”，全面系统呈现党的创新理论
最新发展成果。主要包括习近平总书
记著作集、讲话单行本、论述摘编、工
作足迹、学习读本、思想研究、案例选、
用语解读等8个主题，共计300余种图书。

专题展区聚焦“新时代谱写新华
章”，集中展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彰
显新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图书，共分为
新时代重大文化工程、第五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获奖图书、2023农民喜爱的
百种图书、“走出去”精品图书等10个
板块。读者在这里可一站式浏览《复
兴文库》《儒藏》及“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等传世经典。

全 国 图 书 精 品 展 为 书 博 会“ 点 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