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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15日上午在京
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主要议程有：审议通过关于
召开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
定，协商决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参加单
位、委员名额和委员人选名单，审议通过提交政
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协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提案工作情
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修正案 （草案），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草案） 和日程 （草案），审议
通过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审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
定，听取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工
作情况的汇报等。

开幕会听取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 （草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政协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草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
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
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五年工作情况的汇报。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开幕会，全国政
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等就有关议题作了说明。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万钢、何厚铧、卢
展工、马飚、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巴特
尔、汪永清、何立峰、郑建邦、辜胜阻、刘新
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2023年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慰问帮扶全国道德
模范活动，彰显党和国家对道德模范的关心关爱，推
动全社会尊崇礼遇道德模范，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浓厚氛围。

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安排专项资金，委托
相关省级文明办登门看望慰问25个省 （区、市）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59名生活困难的全国道德模范及其家
属，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送上慰问帮扶资
金和新春祝福，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叮嘱
他们保重身体，勉励他们继续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始
终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

慰问帮扶的全国道德模范，有坚持自主创新、科
技报国，带领团队创建智慧港口建设运营“中国方
案”、打造全球港航业中国样本的党的二十大代表张连
钢；有继承父辈优良传统，近四十年如一日防沙治
沙，在腾格里沙漠建起绿色屏障的“当代愚公”郭万
刚；有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用奋斗创造幸福生活，
书写“踏出脱贫路、撑起半边天”感人故事的张顺
东、李国秀夫妇……慰问组还看望慰问了部分去世的
全国道德模范家属，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
和平建设时期深藏功名，扎根偏远艰苦地区为民造
福、奉献一生的老兵张富清的家属；有倾情投入祖国
电力建设，参与抢修排险 4 万余次、行程 16 万公里，
守护万家灯火的电力工人赵庆祥的家属。道德模范们
纷纷表示，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一定谦虚谨慎、再接再
厉，不忘初心、不负众望，向社会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
量，带动影响更多人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据悉，近些年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春节前
共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390多人次。各地也广泛开展
走访慰问道德模范活动，通过政策保障、资金支持、社会
捐助、志愿服务等方式，落实关爱帮扶措施，切实解决实
际困难，彰显好人好报、德者受尊的鲜明导向。

本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王
美华）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4 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重点人群健康保
障有关情况。“做好医疗救治是实施

‘乙类乙管’后应对疫情的关键。”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要
面向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基础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做好健康监测和分
级分类服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早治疗；要落实三级医院分片包干责
任制，畅通重症转诊绿色通道，中西
医结合救治患者，进一步提高老年人
疫苗接种率；要高度关注农村地区，
落实五级书记抓疫情防控的机制，发
挥县医院龙头作用，做好分级分类救
治，通过下沉巡诊、远程协作等方
式，提升农村地区医疗服务能力。

发热门诊和急诊诊疗量呈下降趋
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 介 绍 ， 全 国 发 热 门 诊 诊 疗 量 在
2022年12月23日达到高峰，为286.7
万人次，之后持续下降，到2023年1
月 12 日回落到 47.7 万人次。全国急
诊诊疗人次在1月2日达峰，为152.6
万人次，之后持续下降，1月12日下降
到 109.2 万人次，较峰值下降 28.4%。
从门诊情况来看，整体呈现出正常诊
疗正在逐步恢复态势，2023 年 1 月 12
日全国普通门诊诊疗总人次 913.5 万
人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焦雅辉介绍，监测数据显示，1
月5日住院感染者峰值为162.5万人，
之后连续下降，1 月 12 日回落到 127
万人，其中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收治了

117 万人，定点医院和亚定点医院收
治 10万人。住院感染者占比在 1月 3
日达到峰值 27.5%，之后持续下降，1
月 12 日回落到 21.7%，较峰值时期下
降了5.8个百分点。

重症患者救治是防疫工作的重中
之重。焦雅辉说，目前，在院新冠阳性
重症患者数量仍处于高位。1 月 5
日，在院阳性重症患者数量达12.8万
人，之后连续波动下降，1月12日回
落 到 10.5 万 人 。 重 症 床 位 使 用 率
75.3%，重症床位能满足救治的需要。
1 月 12 日在院重症患者当中，基础性
疾病重症合并新冠病毒感染的占比
92.8%。重症患者以老年人为主，平均
年龄 75.5 岁，普遍合并有多种基础疾
病，多数基础性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

内分泌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焦雅辉介绍，通过分析显示，

2022 年 12 月 8 日 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
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其
中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
亡病例 5503 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
病毒感染死亡病例54435例。死亡病
例平均年龄 80.3 岁，65 岁及以上约
占 90.1% ， 其 中 80 岁 及 以 上 约 占
56.5%，死亡病例中 90%以上合并有
基础疾病。

“老年人是新冠病毒感染患重症
的高风险人群，因此是重点防护人
群。”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说，对于老年人来说，戴口
罩、保持手卫生、少去聚集场所、保
持社交距离、做好通风等防护措施不
能放松，除了非疫苗的防控措施，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是最优先措施，“建
议没有完成疫苗接种的老年人、有基
础疾病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尽快完
成疫苗接种，包括加强针的接种。”

本报北京1月15日电（记者韩
鑫） 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
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黄
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到2025年，黄河流域工
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产业结
构和布局更加合理，城镇人口密集
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全
面完成，传统制造业能耗、水耗、
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工业废水循

环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清洁
生产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广泛应
用，绿色制造水平全面提升。

按照《指导意见》，下一步将从推
动产业结构布局调整、推动水资源集
约化利用、推动能源消费低碳化转
型、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提升、推
动产业数字化升级等重点方向着力，
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

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京开幕
汪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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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全国发热门诊和急诊诊疗量达峰后持续下降

四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推 进 黄 河 流 域 工 业 绿 色 发 展

本报北京1月15日电（记者彭
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在京发
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
设成果报告 （2016-2022年）》。报
告显示，经过 6 年的建设发展，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网站访问
量超过10亿次，成为中国重要的公
益性学术传播平台。

据介绍，2016 年 12 月 30 日，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官方网
站正式上线。6 年来，文献中心数
据量不断扩展，总量达到 2400 万

条。整合中文期刊2257种，论文超
过1270万篇；收录外文开放获取期
刊13200种，论文980万篇；上线古
籍 19500 多册，图片 150 多万张。6
年来，文献中心坚持资源共享、开
放获取，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成果。官方
网站访问量超过10亿次，阅读下载
量 1.3亿次，服务了国内机构用户 8
万多家，国外机构用户 1000 多家，
个人用户 600 多万人，用户分布于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沐铁
城、彭韵佳） 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
带量采购近日在四川成都开标，产
生拟中选结果，此次集采拟中选产
品平均中选价格降至 900 余元，与
集采前中位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
55%，共有 55家企业参与，其中 39
家拟中选，中选率71%。

此次集采在国家医保局指导和
协调下，四川省医保局牵头形成口
腔种植体系统省际采购联盟，全国
各省份积极参加。采购品种为种植
体产品系统，由种植体、修复基
台、配件包各 1 件组成，根据种植

体材质分为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
统、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采购
需求量达 287 万套，约占国内年种
植牙数量的 72%，预计每年可节约
患者费用40亿元左右。

据介绍，中选企业既包括一些
知名国际企业，也包括国内企业。
集采前价格较高的士卓曼、登士
柏、诺保科种植体系统从原采购中
位价5000元降至1850元左右，市场
需求量最大的奥齿泰、登腾种植体
系统从原采购中位价1500元左右降
至 770 元左右，实现与临床需求的
良好匹配。

口腔种植牙省际联盟集采产生拟中选结果
平均降价55%

国家哲学社科文献中心网站访问量超10亿次

1月15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兰花广场年货节现场，身着少数
民族服饰的工作人员在摆放商品。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1月15日，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富蕴大队
民警和护边员为偏远山区群众送年货。 李铭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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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年货市场红火迎春。今年年货怎样买得省
时省力又省钱？线上线下又有哪些新玩法、新亮点？一起打开兔年春
节年货新场景，看南来北往的年货，摞出一个热气腾腾的中国年。

最是团圆暖人心，年味更是团圆味。“家乡的风味永远是我心之
所向。”社交媒体上，“今年年货买点儿啥”成为热议话题，一位网
友的评论说出了很多游子的心声。

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期盼着团圆，而她的爸爸在江西南昌早就
备好了米粉等年货，给馋嘴的女儿接风。

家乡味牵人心，品尝各地特色年味也成为时下流行。在北京读
博的翁同学早早预订了春运车票，回河北张家口过个团圆年，“买了
些外地特产，和亲朋好友一起尝尝鲜。”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的“2023全国网上年货节”自2022年12
月30日启动，各平台企业在“轻松买到特色年味”上下足了功夫。

记者了解到，京东打造“年货春运”排行榜，动动手指，螺蛳
粉、盐水鸭等极具区域特色年货便可“一网打尽”。盒马推出上百款
自研特色新品，八宝糯米红膏蟹、招牌佛跳墙等地方美食、好寓意
年菜，被搬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春联福字、米面粮油、瓜果蔬菜等传统年货固然不能少，但居民消
费升级的欲望和能力逐步提高，高品质年货的需求也随之升温。“解锁
年货新玩法”的背后是不断提升的消费品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银柳福桶、黄金果等装扮红火又别致的过年“气氛组”年宵花，车
厘子、黑虎虾等美味生鲜，阿胶、西洋参等健康滋补用品，以及扫地机
器人、筋膜枪等解放双手的智能小家电，实力抢占购物车。

值得关注的是，“新年健康礼”也成为今年的热门选择。家用电
子血压计、可实时监测血压血氧的智能手环等产品出现在很多人的
年货清单中。“在外工作，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的身体，总怕他
们对自己的健康关注不够，这次买了血压计作为新春小礼物。”即将
回老家山西太原过年的王先生说。

随着线上购买年货的方式成为主流，春节前年货也呈现出“大
迁徙”的现象。物流纵横，年货飞驰，交织着温暖喜庆的问候和挂
念。正如网友所言，“年货春运中，我和年货都在路上”。

春节临近，居民消费需求加大释放、热情正在回归。线上消费保持
较快增长，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动能不断释放。

置办年货，“不打烊”的直播间里人气越来越旺。配送小哥充当
“互联网腿替”，省时又省力，加上年货节促销力度大，居民消费热情高
涨。据悉，年货节期间，京东小时购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近七成。肉
干、饼干、白酒、低温熟食等礼盒环比上月销售增长均超10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记者唐诗凝、阳娜）

上图：1月15日，市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城区年货门店选
购春联。 赵京武摄 （人民视觉）

日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地内的梅
花竞相绽放，吸引游客前来赏花。 付海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