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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的《粮食节约和反食品
浪费行动方案》25日对外发布，提出
牢固树立增产必须节约、节约就是
增产的意识，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
懈、紧盯不放，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切实降低粮食和食品损耗
浪费。

粮食节约何以如此重要？
据有关统计，当前，全球食物全

链条损失浪费率超过食物供应数量
的三分之一。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
全面节约战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大力开展

“光盘行动”，推进全链条粮食节约
减损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也要看
到，我国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数据
基础薄弱，统计调查评估制度还不
完善，特别是餐饮消费环节中商务
宴请、红白喜事等浪费严重，大吃大

喝、过量点餐等不良风气仍然存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和认

证中心农业价格成本处处长韩静波
分析，由于小农生产、人口众多的基
本国情，我国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
主要发生在产业链前端（即生产环
节）和后端（即消费环节）。

在生产环节，粮食损失主要是由
生产技术或环境条件等因素引起，行
动方案部署粮食节约减损行动。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武拉平表示，粮食节约减损涉及
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行动方案对
生产、储存、运输和加工过程的节约
减损工作进行了分环节部署，并特
别强调技术和标准的作用。

在消费环节，食物浪费更多是
由于节约意识不足或不良消费习惯
导致。行动方案针对食品浪费顽
疾，部署全民节粮意识提升行动、餐
饮行业反浪费行动、单位食堂反浪
费行动。

武拉平分析，为提升全民节粮
意识，行动方案主要从“家庭和个
人”“全社会”两个层次展开。针对

家庭和个人，倡导营养均衡、科学适
量的健康饮食习惯，持续推进移风
易俗，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行
为；针对全社会，将粮食节约和反食
品浪费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
业规范，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建设
工作内容。

餐饮行业浪费问题依然存在，
行动方案对行业引导、约束与自律
等方面进行部署，深化“光盘行动”，
促进行业自律：

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加强按需
适量点餐提醒，明确标示并合理配
置菜品和主食规格数量，积极推广
小份餐品，主动提示剩余食物打包；
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推动厨余
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围绕单位食堂反浪费行动，行
动方案规范机关、学校和企业食堂
反浪费工作，明确全面推行机关食
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
制度等；落实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
餐陪餐制度，鼓励大学食堂推行称
重取餐等；指导国有企业探索建立

食品浪费与食堂经营管理人员、后
勤人员薪资绩效挂钩制度等。

加强统计调查是做好粮食节约
和反食品浪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行动方案提出，建立粮食损失和食
品浪费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和
指标体系；分领域开展专项统计调
查，探索开展家庭及零售环节食品
浪费评估，鼓励支持餐饮服务网络
平台开展外卖食品浪费评估。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需要持之
以恒，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在强化组织实施方面，行动方
案提出，常态化长效化推进粮食节
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在加大宣传
力度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加强舆论
监督，曝光食品浪费行为，严禁制
作、发布、传播宣扬暴饮暴食等浪费
食物行为的节目或音视频信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
排重点工作，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推
动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不断
取得新实效。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两办发文，推动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陈炜伟

“猛虎”下山存多种可能原因

被老虎咬伤的村民赵先生的儿媳邵女士告诉记者，
18日早上她公公喂完牛往回走时被虎扑倒，左手被咬
伤，头部、身体被抓伤。她隔着院门大叫，老虎可能受到
惊吓才离开。事发后，家人将老人送至医院进行手术。
目前，伤者神志清醒，语言表达正常，已能够少量进食粥
等食物。

记者了解到，勃利县是农业县，多丘陵和平原，长太
村周边多为耕地，无深山密林。这次“猛虎”下山，是勃
利县有县志记载以来，首次发现东北虎踪迹。东北虎在
勃利县出现，可以从地理和东北虎的生活习性两方面进
行探究。

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东北林业大学
教授张明海表示，勃利县东、南、西三面环山，西部山区
属老爷岭山系，东部山区属完达山系，而老爷岭南部、完
达山东部是东北虎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区。虽然勃利县
域内此前未发现过老虎，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勃利县邻
近老虎分布区。

至于此次东北虎为何进村，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
养繁育中心总工程师刘丹说，每年11月到次年2月是东北
虎的发情期，雄虎需要离开原有领地去寻找配偶，亚成体
雄虎也很可能被领域内的虎王驱赶出来，因此这段时间东
北虎活动非常频繁，扩散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探索新领
地、经过新廊道时，误入村庄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未来人虎相遇可能更加频繁

据了解，截至目前此次进村的东北虎踪迹仍未被发
现。专家提醒，并不排除在附近遇见这只东北虎的可
能。误入村庄后，人类活动和往来车辆都可能对虎造成
严重惊吓，应激反应会使虎失去方向感并表现出很强的
攻击性，需要当地引起高度重视。

张明海等一些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生态环境向好，东北虎种群数量不断
增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虎相遇的概率在东北地区可能加大。

从长太村向南约200公里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里是我国东北虎种
群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的定居和繁育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局
长段兆刚介绍说，通过近年来持续加强保护管理，虎豹分布范围持续扩散，
分布区已抵达公园最西缘。公园范围内野生虎豹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稳定
生活在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达到70只左右。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虽然面积达到1.41万平方公里，但东北虎种群密度
也已经很大。”刘丹表示，东北虎领地意识非常强，在互相抢占领地的情况
下，不可避免会有东北虎“远走他乡”，向公园外扩散。

多措并举推动人虎和谐相处

东北虎是全球濒危大型猫科动物，也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它们不仅是生态群落的顶级捕食者，也是栖息地健康的指示物种，在调
节食物链、平衡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未来，如何让人与虎更好地和谐相处？
张明海说，应当加强对东北虎在不同季节迁移活动的分布、路线等规律

的监测，以此作为依据，及时对人与虎可能出现冲突的区域进行预判、预警，
提前采取防范措施。

他同时认为，要继续加强对东北虎栖息地的生态保护修复，特别是做好
东北虎迁移廊道的恢复，努力让东北虎在更好的活动空间里“安居乐业”。

做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着野生
动物保护成效。

在此次的东北虎进村伤人事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已启动保险
理赔工作程序，协调保险公司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林草部门开展
勘查工作。保险公司和乡政府已为受伤村民垫付了15万元前期治疗费用。

专家表示，未来要继续妥善处理好人虎冲突，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致害补
偿机制，努力维护受损群众的利益。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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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最
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5日联合发布5件反家庭暴力犯罪
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
家庭暴力的关注和重视，切实维护
妇女、儿童等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
法权益，对施暴者、潜在施暴者形成
有力震慑。

这5件典型案例是：被告人谢某
宇故意杀人案；被告人赵某梅故意
杀人案；被告人梁某伟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刘某坤虐待、重婚案；被告人
王某辉拒不执行裁定案。

据介绍，典型案例全面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人民法院对于实施
家庭暴力手段残忍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例如在被告人谢某宇故意杀人案中，
谢某宇常年沉迷赌博，多次无故殴
打、辱骂文某某，文某某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谢某宇威胁文某某撤诉
未果后，持刀捅刺文某某数下致其当
场死亡。人民法院对谢某宇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谢某宇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据悉，人民法院对因长期遭受
家庭暴力，不堪忍受愤而伤害、杀害
施暴者的，综合考虑案件起因、行为
性质、被害人过错等因素，依法从宽
处理。在被告人赵某梅故意杀人案

中，赵某梅因不堪忍受刘某某的长
期家庭暴力，在激愤、恐惧状态下，
为了摆脱家暴而采取极端手段将刘
某某杀害。此后赵某梅拨打110报
警电话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

罪。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故意杀人
“情节较轻”，予以从宽处罚。

此外，典型案例坚决捍卫人身
安全保护令司法权威，在被告人王
某辉拒不执行裁定案中，被告人王

某辉对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生效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人民法院对其以拒不执
行裁定罪定罪处罚，充分捍卫法律尊严
和权威，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最高法、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反家暴犯罪典型案例

11 月 18 日，黑龙江省勃利县长太村
发生一起东北虎进村伤人事件，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

东北虎进村并不是第一次。2021 年
“完达山 1 号”就曾进入黑龙江省密山市
白鱼湾镇临湖村。

此次东北虎又进村，原因何在？未
来东北虎“下山”是否会更频繁？人与虎
如何更好相处？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这是11月25日在黑龙江省勃利县吉兴朝鲜族满族乡长太村附近，勃
利县公安局民警用无人机搜寻东北虎踪迹（11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11月26日电（记者
姚羽）11月26日是第10个“全国心力
衰竭日”。专家介绍，冬季有多种情
况可能诱发心力衰竭，需要加强自我
健康管理，发现相关症状及早就医。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心
内科专家钱招昕介绍，心衰是各种
心脏疾病的终末阶段，其表现为心
脏无法充分泵送血液。“尤其在冬
季，人体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心脏

负荷增加，心血管疾病患者容易诱
发心衰。”

“很多人对心衰的危险性认识
不足。”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执行
院长、心内科专家唐惠芳说，心力衰
竭是一种慢性疾病，晚期患者死亡
率甚至超过恶性肿瘤。

如何才能有效预防和治疗心力
衰竭？专家从三个方面给出建议：

首先是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唐

惠芳说：“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
病、肥胖等基础病的患者；有使用心
脏毒性药物史、酗酒史的人群；具有
风湿热史或心肌病家族史的患者，
这些人都属于心衰高风险人群，需
要格外警惕。”

其次是坚持规范化治疗。“心衰
的治疗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学
科合作。”唐惠芳强调，治疗过程包
括急性期救治、慢性期用药优化、并

发症管理等多个环节。“特别要注意
的是，治疗要贯穿住院前、住院中和
出院后的全过程，还要配合运动康
复、生活方式改善和心理支持。”

第三是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限
制钠盐摄入、合理饮水以及适当运
动是心衰管理的关键环节。”钱招昕
介绍，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冬季尤其
要注意保暖、预防感冒，同时注意休
息，避免劳累，以减少心脏负担。

医生提醒：心衰需加强自我管理 早发现早治疗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中国银行卡
产业发展蓝皮书（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末，
我国银行卡总发卡量达 95.6 亿张，同比增长
2.8%。 （新华社发）

回升态势

因为一些慢性病、常见病，患者
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就诊，却被告知“没有药”。

针对基层“用药难”问题，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基层药品联动管理
机制 扩大基层药品种类的意见》，
努力畅通城乡、县乡之间用药衔接
渠道，提升基层药品配备和使用能
力，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扩种类 让“家门口”的药更全

我国基层诊疗量2023年占比已
达到52%。但部分医务人员此前反
映，基层的药品配备种类少，自主用
药空间小，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用药
目录难以衔接。尤其是上级医院转
诊来的患者，他们一些用药在基层

“开不了”。
最新印发的文件提出，规范和

优化基层用药种类。在省、市级卫
生健康委指导下，以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国家集
中带量采购中选的药品为重点，紧

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将统筹确定用
药目录，规范扩展基层联动药品
种类。

同时，推动二、三级医院用药目
录中的慢性病、常见病药品向基层
下沉。紧密型医联体可作为整体研
究确定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的品种数
量，通过处方实时查阅、互认共享，
为慢性病、常见病复诊患者开具
处方。

参与上述文件起草制定的专家
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
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表示，这突破
了长期以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
目录受限的局面，基层药品扩充配
备迎来“新天地”。

防短缺 做好基层药品供应配送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一项专题调
研显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多、
药品用量少、配送成本高，中西部和
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导致部分企业
配送积极性不高，药品供应不稳定
甚至断供。

上述文件要求，完善基层药品
集中供应配送机制。县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指导紧密型医联体牵
头医院等单位，及时对县域内基层
用药需求计划进行汇总审核。省
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医保部门畅
通基层药品配送问题沟通渠道，建
立协作机制，完善药品供货企业管
理制度。

同时，健全基层药品短缺预警
处置机制。紧密型医联体建立缺药
登记制度，缺药登记频次较多且经
评估确有必要的，及时纳入下一年
度上下用药衔接范围。

专家表示，基层药品服务管理
涉及主体多、政策链条长、关联领域
广，需要多部门联动发力。为基层

“用药难”问题开出一整套“药方”，
在强基层的同时，将促进分级诊疗
进一步落实。

惠民生 因地制宜保用药

据了解，针对基层用药问题，各
省份进行了积极探索。

山东以县域中心药房为载体，
统一医共体内用药目录，满足常见
病、多发病、慢性病等用药需求。

河北在全省14个地市201个医
共体制定统一用药目录，上下级医
疗卫生机构药品重合率达到 70%
以上。

北京在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立缺药需求登记服务制度，满足
患者差异化用药需求。

福建三明对已确诊的六类慢性
病（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疾病、
慢阻肺病、支气管哮喘、脑卒中及后
遗症）患者在基层就诊的，提供 39
种基本药物干预保障，医保基金全
额报销。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
本药物制度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要
继续推进药品供应和服务下沉，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统筹指导监测评
估，加强部门协同，研究完善提升基
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化水平的政策
措施。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破解基层“用药难” 慢性病、常见病药品加快“下沉”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反家庭暴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