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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高密市入选2023年度山东工业强县

我国乙型肝炎及相关癌症发病率逐年下降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我国乙型肝炎及相关
肝细胞癌年龄标化发病率逐年下降；一般人群乙
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持续下降；近年来新生儿
3针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已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目标……一组数
据显示，我国乙肝防控工作近年来取得积极
进展。
　　这是记者7月13日从2024加速消除乙型肝炎学
术会议上获悉的。
　　“乙型肝炎是全球疾病负担最严重的传染病之
一，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李斌表
示，2016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2030年消除病毒性
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我国通过实施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综合防控策略，在乙肝疫苗免疫接
种覆盖率、乙肝病毒新发感染控制和乙肝相关肝细
胞癌防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2
年中国肝癌新发病例数约为36.77万，标化发病率约

为15.03/10万，与历史数据相比呈下降趋势。
　　“目前我国在乙肝疫苗接种、血液安全、安全
注射和减少危害等乙肝防治工作方面都有积极进
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表示，下一步仍需继续
提升乙肝的诊断率和治疗率。
　　庄辉还建议，想要加速消除乙肝、降低死亡
率，关键在于对在新生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
儿童进行补种，对高危成年人进行乙肝疫苗接种，
对没有乙肝免疫力的易感染成年人群进行接种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林炳亮
认为，一些慢性乙肝患者等发病时可能已实际感染
多年，因此扩大乙肝筛查很重要。只有筛查的范围扩
大了，治疗率才能相应提升，患者才能得到及时治
疗，减少肝硬化的发生。
　　李斌表示，我国要全面达到2030年消除乙肝的
目标仍面临挑战。为贯彻《“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部署，未来乙肝防控工作应巩固防治成果、
统筹各方资源、推进疫苗接种、优化检测策略、强
化科技支撑、加强健康教育。

  据《大众日报》消息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
政厅日前联合开展2023年度工业强县评价工作，经省
政府同意，确定济南市历城区、东营市河口区、滨州市
博兴县、济宁市任城区、青岛市平度市、潍坊市高密市、
烟台市招远市、日照市岚山区、菏泽市曹县、聊城市茌
平区10个县（市、区）为2023年度工业强县。

　　县域经济是推进工业强省建设的基本单元。为进
一步调动县域竞相加快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山东统筹
考虑区域协调发展，从符合条件的地区中择优确定10
个县（市、区）纳入工业强县支持范围。对评选认定
的工业强县，山东省级给予专项债券资金额度奖励。
据介绍，工业强县专项债券资金由当地用于与工业发

展密切相关并符合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条件的重点项目
建设，由相关县（市、区）负责还本付息，不得用于
行政事业单位运转经费、楼堂馆所建设、偿还债务本
息以及其他与工业发展无关的支出。入选的工业强县
要聚焦工业增长、结构调整、创新能力、数字转型、
绿色发展、市场开拓等工作加力突破。

“捡垃圾换礼品”值得推而广之
□本报评论员 薛静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素质的整体提高，
人们外出游玩时乱丢垃圾的现象已经大大减
少。但一些景区尤其是自然景区，由于面积较
大、公共设施相对分散，游客随手丢弃饮料
瓶、瓜果皮、食物残渣等不文明行为还是时有
出现，既破坏景区环境，也增加了工作人员的
负担。

  爱护环境，其实不只是景区的责任，人人
皆有可为。就像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推出的
“鼓励游客捡垃圾换小礼品”措施，不仅清洁
了景区，教育了孩子，也在广大游客心中加深
了“绿色、环保”的理念。礼品是行李牌、钥

匙扣、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虽然价值不高，但
礼轻情意重，尤其对于孩子而言，身体力行保
护环境，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深刻。

  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举措并不是独一
份，江西武功山、江苏句容茅山、河南八里沟
等景区也都开展了类似活动，得到了游客尤其
是带孩子出行的家长们的普遍好评。寒暑假期
间，亲子出游占到很大比例，在游玩的同时给
孩子树立榜样、提高孩子的环保意识，也是不
少家长的想法。更进一步说，“瓶子换奖励、
垃圾当钱花”的氛围浓厚起来，也会在客观上
督促游客们不要乱扔垃圾，更好地实现文明
出游。
  “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照
片，什么都不要带走。”文明出行、绿色出行
一直都是社会倡导的旅游方式，“捡垃圾换礼
品”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景区治理模式的转变。
从过去一味呼吁甚至出台处罚措施的“被动
式”管理，转向推动游客参与景区保护的“主
动式”行为，所取得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响，
给其他景区包括景区之外的社会空间管理提供
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思路，不妨推而广
之，激发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积极性，共同
创造更加文明美好的环境。

  近日，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鼓励游
客捡垃圾引发关注。记者从鸣沙山月牙泉
景区了解到，为了保持景区良好环境、减
少环卫工人压力，景区第一次开展“垃圾
寻宝”活动，自7月11日开始每天都有很多
游客参加，尤其是小朋友。只要游客捡了
垃圾回来，都可以到礼品车兑换小礼品。
        （据《北京青年报》）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家统计局12日发
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978万吨（2996
亿斤），比上年增加362.7万吨（72.5亿斤），增长2.5%。
其中小麦产量13822万吨（2764亿斤），比上年增加
365.8万吨（73.2亿斤），增长2.7%。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1个产量有所增加，
特别是河南上年因灾减产263.0万吨（52.6亿斤），今年
恢复性增产235 .6万吨（47.1亿斤），占全国增量的

65.0%。山东、江苏、安徽、河北等夏粮主产区分别增
产42.4万吨（8.5亿斤）、23.3万吨（4.7亿斤）、18.5万吨（3.7
亿斤）和14.4万吨（2.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2024年全国夏粮播种
面积26613千公顷（39920万亩），比上年增加4.5千公顷

（6.8万亩）；夏粮单产有所增加，2024年全国夏粮单位
面积产量5628.0公斤/公顷（375.2公斤/亩），比上年增
加135.4公斤/公顷（9.0公斤/亩），增长2.5%。

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总产量达2996亿斤

6月份国家铁路货运

多项指标创历史同期新高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
物3.32亿吨，完成货运周转量2665亿吨公里，同比分
别增长6.1%、5.3%，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我国铁
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等指标稳居世界首位，并持续
保持高位运行。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企
业加快推进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主动对接企业生
产和物流市场需求，加大货运能力投放，大力发展多
式联运，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
给和运输组织，为国民经济回升向好和降低全社会物
流成本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方面，国铁企业精心组织迎
峰度夏能源保供运输，用好大秦、浩吉、瓦日、唐
包、兰新铁路等主要货运通道，大力开行万吨列车，
加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疆煤外运组织。6月份，
国家铁路煤炭日均装车8.35万车、同比增长5.6%，电
煤日均装车5.9万车、同比增长3%，均创历史同期
新高。
　　此外，国铁企业发挥全国40个铁路物流中心的作
用，推动铁路运输由传统“站到站”向“门到门”全
程物流服务转变。相关企业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研发
了卷钢箱、粮食箱、危货液体罐箱等17种新箱型，有
效推动了公铁联运、海铁联运高质量发展。6月份，
国家铁路集装箱、商品汽车、冷链货物发送量同比分
别增长18.0%、12.1%、21.2%，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与此同时，国铁企业加强铁路国际合作，持续提
升通道运输能力和重点口岸换装能力，加强班列全程
运行盯控和安全保障，跨境货物运输呈现量质齐升态
势，有力保障了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为服务
我国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新动能。6月
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719列、发送货物18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15%、11%；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累计发
送278.3万吨，同比增长20.7%。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全国即将进入“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4日
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进
行防汛专题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四川、安徽、湖北、
河南、山东等15省份，研究部署“七下八上”关键期
防汛救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防汛关键期将至，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
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进入应急状
态，再动员、再部署、再检查，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期
这场硬仗。
　　具体而言，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堤防巡查和涝水抢
排工作，加强长江干堤和重要圩堤等重点部位巡查防
守；重点加强防汛薄弱环节防范，高度关注山洪、地
质灾害和城乡内涝，发现险情果断扩面转移；突出做
好江河洪水防御和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密切关注中小
水库运行状况；做好一线防汛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防
暑降温、医疗保障等工作，退水地区做好防疫消杀。
　　此外，根据当日会商结果，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
响，太湖、淮河相继发生编号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
九江段、鄱阳湖、乌苏里江下游正在缓慢退水。据预
测，14日至18日主雨带将北抬，四川盆地、江汉至黄
淮等地降雨具有持续性和极端性，相关地区江河洪
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
峻复杂。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商部署

“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救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