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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易降级难 改套餐莫设限
□本报评论员 贺德良

　 “只有升级话费套餐选项，找不到降
级选项。”“要降级套餐，需要解绑很多
服务才行。”“升级话费套餐可以在手机
上一键办理，可要降级就得去营业厅现场
办理”……近来，有读者来信反映，手机
话费套餐升级操作简便快捷，但套餐降级
却复杂麻烦。不少读者表示，话费套餐升
级容易降级难的情况在多家电信运营商都
存在。      （据《人民日报》）

  近日，关于话费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的问
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消费者反映，在运营商
的种种促销手段诱导下，很容易接受话费套餐
的升级服务，然而一旦想要降级却遭遇重重困
难。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话费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凸显了运营商在
服务层面上的不对称性。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
天，运营商为了吸引用户，往往通过优惠政策
和增值服务来推动用户升级话费套餐。然而，

当用户发现升级后的套餐并不符合自身需求，
或者想要节约开支时，却发现降级的过程异常
繁琐。这种单方面强调升级、忽视降级需求的
服务模式，显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原则背道
而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
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话费套餐作为
一种服务产品，同样应当遵守这一规定。消费
者有权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经济状况，选择适合
的套餐，运营商不能通过技术手段或者服务限
制，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话费套餐升级容
易降级难的问题也反映了市场监管的缺失和不
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运营商为了追求利
益最大化，可能会忽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
性。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
管理，确保运营商在提供服务时遵循公平、公
正、透明的原则。
  对于消费者而言，面对话费套餐升级容易
降级难的问题，也应当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在选择话费套餐时，要充分了解自己
的需求和实际情况，避免盲目追求优惠和增值
服务。同时，在遇到问题时，要保留证据，向
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近视、超重肥胖、脊柱
弯曲异常、心理健康问题……这些学生群体的常见
问题，可以通过行为与环境干预实现多病共防。近
日，国家疾控局发布《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
南》，首次明确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的概念，
并提出监测和干预措施。
　　指南提出，当多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共同的
风险因素时，应采取综合干预措施。例如，长时间
的静态行为、不良的睡眠习惯、营养不均衡以及缺
乏亲子交流等都可能是导致学生近视、超重肥胖、
脊柱弯曲异常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共同风险因素。因
此，通过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学校环境、加强
健康教育等措施，可以有效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指南提出，要构建三级防控体系，一级干预主
要侧重于推广简单易行、效果可靠的干预技术，如
保障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校内和校外日间户外活
动各1小时等“6个1”健康生活方式，同时改善学
校环境和加强健康教育；二级干预注重早期发现高
危群体，进行分级管理，并针对重点人群开展干
预；三级干预针对已出现多病共患的学生，指导学
生到专业机构确诊和治疗，并加强重点人群的干预
力度。
　　指南鼓励探索建立政府、专业机构、学校、家
庭和社区共同参与的“五位一体”协作模式，共同
加强学生多病共防健康教育，普及科学的多病共防
知识。

《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南》发布

财政部巩固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财政部近日下达1582亿元
资金，比上年增加23亿元，引导和支持地方进一步巩固
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这是记者7日从财政部了解到的。
　　据介绍，下达资金着力在三方面使用：一是，提
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从2024年春季学
期起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
准，年生均小学由1000元提高到1250元，初中由1250

元提高到1500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
准继续按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的50%核定。
预计全国超过2000万学生获得生活补助。
　　二是，加大农村学校校舍维修改造补助力度。从
2024年起提高农村学校校舍单位面积补助测算标准，
东中部地区由800元/平方米提高到1100元/平方米、西
部地区由900元/平方米提高到1200元/平方米，并适当
提高高寒高海拔等地区测算标准，更好满足农村学校

校舍维修改造、抗震加固需要。
　　三是，支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通过以奖代补方
式，支持地方落实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加快改
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等。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动
态调整完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和引
导地方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记者7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已设置13个类别的国
家医学中心，建设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14个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在
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在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为群众提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
等一体化、连续性医疗卫生服务。支持国家级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961个、省级3800个、市县
级1.1万个，开展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推广
预约诊疗、多学科诊疗、日间手术、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等便民惠民措施，不断满足群众就医

需求。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提升农村和基层
服务能力，也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有优质的医疗
卫生服务。
　　实施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县级医院能力提升工
程、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医院等措施，大力提升市
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开展“优质服务基层
行”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三年行动，超过70%的基
层医疗机构达到服务能力基本标准或推荐标准；开
展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加强基层卫生人
才队伍建设……朱洪彪介绍，近年来，一系列措施
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对群众的吸引力，2023年基层
诊疗量占比达到52%。

我国已建设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全面有效实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全国人大常委会7
日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
　　2011年6月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我国文
化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记者7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获悉，
此次执法检查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文化方
面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推进文化法治建设意义
重大。执法检查采取执法检查组赴地方检查、委托省
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5月至8月，执法检
查组赴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山东、广东、云
南、新疆等8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委托河北、黑
龙江、上海、浙江、湖南、四川、贵州、甘肃等8省
（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据悉，此次执法检查将重点检查5个方面的内
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落实情况，非物质文化
遗产调查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
建设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情况，非物质
文化遗产合理利用情况。
　　9月中下旬，执法检查组将召开第二次全体会
议，总结执法检查工作并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
10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关于检查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

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5月7日，我国在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搭载发射
的海王星01星、智星一号C星、宽幅光学卫星和高分
视频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标志着长征火箭家族再添新成员，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型谱。
　　本次发射的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是一款面向未来商业发射市
场的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构
型，一子级直径为3.35米，采用两台120吨推力的液
氧煤油发动机，二子级直径为2.9米，采用一台推
力18吨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全箭总长约43米，全箭
起飞重量约21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约2 . 4吨，可根据不同任务适配多规格的卫星整
流罩。
　　本次任务发射的4颗卫星，是长征六号丙运载火
箭通过商业化竞拍方式实施的一次“拼车”发射任
务，也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服务首次公开
竞拍。

截至2024年4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为32008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 0 0 8亿美元，较3月末下降44 8亿美元，降幅为
1.38%。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4月，美元
指数上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
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
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