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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试点“线上医疗”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

文物不可再生 别再无知无畏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近日，四川巴中市南江县一处开凿于北
魏晚期、距今1400多年的摩崖造像，被当地
村民以“还愿”为由用颜料涂抹“毁容”。
11月15日凌晨，南江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发
布初步调查通报。目前，当地公安机关正在
依法开展调查。
             （据《新京报》）

  村民以“还愿”为由用颜料涂抹摩崖造像，千
年文物被上了“彩妆”，面目全非，令人十分惋

惜。我们从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村民涂抹摩崖造
像并非是抱有破坏文物的主观恶意，而是因为对佛
像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无所知，从而酿成了破坏文物
的客观结果。
  所有文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
资源，一旦被破坏，“亡羊补牢”很可能就为时已
晚。事实上，南江县的摩崖造像“毁容”事件并非
孤例。2022年11月，广西南宁一文物保护单位林氏
祖屋的一处房舍“骑尉第”被发现已成了养鸡的鸡
舍；今年9月，山西省右玉县一段明长城被挖断，
仅仅是为了方便挖掘机通行。这些行为都造成了极
大的文保损失。
  一再发生的文物损毁事件也让人们警醒，对于
尚未完成认定，特别是位于荒郊野外、易被人为破
坏的文物，是否可以有更加细致的方案来加强保

护，让保护措施跑在破坏行为前面？例如划定必要
的保护范围、作出明确标志说明、设置专门机构或
者专人负责管理等，不要让文物保护长期“悬
空”。
  在保护与文化传承之间找到平衡，既是对历史
的尊重，也是对子孙后代的负责。对于大量存在于
野外的文物，一方面，应当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的
投入，加强对重点文物遗址的监管和保护力度，确
保它们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另一方面，需
通过法律手段，约束和规范公众的行为，防止类似
破坏文物的事件再次发生。
  此外，要加强对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普
及文物保护知识，让群众更加熟悉身边的文物、身
边的历史，鼓励人们自觉保护文物，共同守护好我
们的历史和文化。

　　本报综合消息 线上问诊“呼吸科专家”却发现
其是推拿科医生、在线开药简单描述症状就能收到处
方、网站和聊天工具中频频出现虚假医疗广告……近
年来，互联网医疗乱象引发广泛关注。11月13日下
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了解到，省卫生健
康委已遴选淄博、潍坊、日照3个市开展“线上医疗”
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
　　据介绍，省卫生健康委重视线上医疗综合监管，
按照国家、省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决策部署，联合通
信管理、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制定了线上医疗领域综合
监管事项清单，遴选淄博、潍坊、日照3个市开展了“线上
医疗”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揭榜挂帅”改革试点。
　　承担试点任务的3个市的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联合
相关部门建立了综合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检查、

案件联办、信息共享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了“线上
医疗”综合监管事项清单和监管对象名录库。开展了
多部门联合执法，对辖区内互联网医院和线上医疗行
为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问题27条，均限期整改到
位，做到了“一次性告知检查事项”“进一次门查多
项事”和“一次检查全面体检”，减轻了对被监管对
象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3个试点市线上医疗相关的信
息管理、资质管理、价格管理、医保管理等更加规
范，医疗安全得到保障，试点工作达到了预期目标。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认真落实互联网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医疗健康”相关法规、规定，牵头做
好线上医疗跨部门综合监管，协同相关部门规范互联
网医疗活动准入，加大互联网医疗不良信息和医疗广
告监控力度，依法打击线上、线下非法行医行为。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
《关于公布山东省首批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名单的通
知》，公布全省首批260家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面向
劳动者提供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服务。劳动者可通过“山
东省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询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
相关信息，报名参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自全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社会化改革试点启动实
施以来，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过公开征集、综
合评估和对外公开等程序，遴选确定了首批专项职业能
力考核机构。

　　首批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具有覆盖面广、应用度
高和特色性强等特点。在覆盖面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机构包含企业、院校、社会团体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
不同主体，覆盖电商直播、花样馒头制作等84个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项目。在应用度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
涵盖食品制作、种植、手工制作和其他等四大类别，更加
贴近乡村振兴、地方特色和产业需求。在特色方面，各
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征集遴选，既有烧烤制作、大
棚建造等特色产业项目，又有胶东花饽饽制作、鲁绣制
作等传统非遗项目，更好满足劳动者的个性化需求。

我省首批260家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公布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15日发
布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跨境资金净流入
环比增长52%，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延续净流入格
局，跨境资金流动更趋均衡。
　　“10月，我国对外贸易表现出较强韧性，货物贸易
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保持较高水平，继续发挥稳定跨境
资金流动的重要作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介绍，资本项目交易中，外资继9月净增持境

内债券后，10月投资规模进一步增加，“国内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进一步提升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信心，在复杂严
峻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币资产的避险属性也逐步增强”。
　　王春英表示，未来随着国内各项政策精准发力、
落地落实，积极因素不断积累，经济基本面对外汇市
场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在内外部环境持续改善
下，我国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运行态势。

10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趋均衡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燕）近日，
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第二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
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公布第二批1000所全国急
救教育试点学校名单，实现急救教育试点各级各类学
校全覆盖。其中，潍坊有五所学校入选。
　　在第二批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名单中，潍坊医
学院、潍坊职业学院、潍坊第四中学、潍坊北辰中
学、潍坊高新区智谷学校上榜。
　　一并发布的《第二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指

南》，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两个方面部署推进试点
工作。总体要求是，以提升学生健康素养为核心，以
普及急救观念、知识和技能为重点，以提升校园应急
救护能力为目标，推动配备急救设施设备，加强青少
年和教职员工急救教育培训，完善学校急救教育育人
体系。
　　据悉，第二批试点周期为两年，自2023年10月起
至2025年10月止。试点周期结束后，评估合格的学校
将授予“全国急救教育学校”称号。

潍坊五校入选第二批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名单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国家能源局15日
发布数据显示，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419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8.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01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2.2%；第二产业用电量5194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8.6%；第三产业用电量126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4.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862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0.7%。
　　1至10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6059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5.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第二产业用电量
499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第三产业用电量
13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4%。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112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4%。

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8.4%

　　本报综合消息 11月14日，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对《关于加快推进地热能
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行
解读。《意见》提出，计划到2025年，山东新增地
热能供暖(制冷)面积1000万平方米以上，建成一
批地热能城乡供暖、生态农业等综合示范项目。
到2030年，山东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达到1亿
平方米以上，建成国家地热能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成为全国领先的地热能开发利用大省。
　　《意见》提出，坚持统筹谋划，着力构建“一
基地两示范”区域发展布局：以济南、淄博、东
营、德州、聊城、滨州等市为重点，打造鲁西北地
热能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基地；以枣庄、济宁、泰
安、日照、临沂、菏泽等市为重点，打造鲁南地热
能清洁供暖示范区；以青岛、烟台、潍坊、威海等
市为重点，打造鲁东地热能特色融合示范区。
　　“为了让地热能真正‘热’起来，我们结
合地热资源特点，进一步明确了打造四类示范
工程，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以点带面促进
地热能发展。”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
局局长胡薄介绍，四类示范工程分别为推进地
热能与太阳能、空气能、工业余热、天然气等
多能互补，打造“地热能+”多能互补示范工
程；统筹衔接地热能开发利用与城市供热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地热能供暖“低碳社区”示范
工程；在促进乡村振兴中充分利用地热能，打
造地热能服务乡村振兴示范工程；组织开展地
热资源绿色矿山创建工作，鼓励地热资源富集
区打造绿色矿山示范工程。

我省加快推进

地热能开发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