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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月29日发布关于
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
的意见， 提出要取消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大纲， 严格依据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命题，不得超标命题。

29日在山西省长治市举办

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
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
目的是促进学生认真学好每一
门课程， 完成好国家规定的义
务教育学业， 切实做到学什么

考什么， 而不是考什么去教什
么、去学什么。

意见提出， 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
定学习要求的程度， 兼顾学生
毕业和升学需要。 试题命制既

要注重考查基础知识、 基本技
能，还要注重考查思维过程、创
新意识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的能力。 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合
理设置试题结构， 减少机械记
忆试题和客观性试题比例，提

高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
比例，积极探索跨学科命题。

此外，意见还提出，各地要
建立主观性试题“一题多评”制
度和抽检复核制度， 确保阅卷
质量。 /新华社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
震 11 月 30 日表示， 将采取
压实地方责任、 落实扶持政
策、尽快扩充产能、强化监测
预警、 抓好疫情防控和加强
指导服务等六方面举措，加
快恢复生猪生产。

于康震是在农业农村部
30 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召开
的全国畜牧业工作会议上作
上述表示的。

据了解，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
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以来，明
确了一揽子支持生猪生产发
展的政策措施， 随着各项扶

持政策落实落地，以及“龙头
企业加农户”“产业体系帮农
户”等技术模式不断推介，养
殖场户增养补栏积极性不断
提升。 全国生猪存栏环比降
幅进一步收窄， 能繁母猪存
栏开始止降回升， 规模养殖
场生产恢复进一步加快，各
项生产指标正在好转， 全国
生猪生产整体上进入了止降
回升的转折期。

于康震在会上表示，下
一步，要贯彻意见精神，督促
各地进一步落实省负总责和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全面
细化分解近三年生猪稳产保

供目标任务，强化督查考核，
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发
挥好农业农村部牵头职责，
强化部门协调沟通， 依托恢
复生猪生产协调办公室，及
时解决基层反映的突出问
题。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
简化养殖用地和环评手续，
切实将各项支持政策措施落
地落细、到场到户。

他表示， 要大力发展生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 支持新
建和改扩建规模养殖场，改善
基础设施条件，尽快形成实际
产能；支持大型养殖企业通过

“公司 + 农户”、租赁兼并、生

产托管、 合伙制等多种形式，
带动中小养殖场户恢复生产。
完善生猪生产月调度制度，将
全国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
模猪场全部纳入监测调度范
围， 加强形势研判和市场引
导，增强养殖信心。

同时，落实好疫情监测排
查报告、 突发疫情应急处置、
生猪运输监管等现行有效防
控措施，确保疫情不反弹。 通
过生猪复养技术大讲堂、专
家巡回讲座和入户指导等方
式， 提高养殖场户生物安全
水平和饲养管理水平。

/ 新华社

我国大力推进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地中海贫血、唐氏综合征
……这些典型的出生缺陷疾
病给一些家庭带来很大痛
苦。 记者从日前在重庆召开
的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
大会上获悉， 我国正大力推
动出生缺陷综合防控， 以婚
前孕前检查、 产前筛查与诊
断、 新生儿疾病筛查为重点
的三级预防措施不断完善 ，
精细化的管理服务促进了优
生优育。

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
展大会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主办。 在会上，国家卫生健康
委妇幼健康司司长秦耕介
绍，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出
生缺陷一级预防。 重点加强
健康教育宣传， 推进孕前保
健服务， 推动实施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 增补叶酸预防神
经管缺陷等项目。 目前，全国
已有 24 个省份实行了免费
婚检。

在二级预防方面，不断扩
大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覆盖
面 ， 提高服务能力。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经过批准的
产前筛查机构有 1000 多家，
产前诊断技术服务医疗机构
有 371 家。

“同时，逐步落实三级预
防， 重点推动遗传代谢疾病
筛查、 听力筛查等新生儿疾
病筛查， 去年还启动了新生
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秦耕
说， 通过实施先天性结构畸
形和遗传代谢疾病救助项
目， 也减轻了患儿家庭的就
医负担。

在重庆，为做好出生缺陷
干预救助工作， 在中国出生
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支持
下， 重庆今年会为 1 万例新
生儿免费筛查多种遗传代谢
疾病。 相关医疗专家介绍，通
过早诊断、早治疗，遗传代谢
疾病患儿的身心发育大多可
达到正常同龄儿童的水平。

/ 新华社

我国原创
数字艺术显示标准
成为国际标准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
悉，国际电信联盟日前批准“数
字化艺术品显示系统的应用场
景、框架和元数据”标准（标准
号H.629.1）。这是继手机（移动
终端） 动漫国际标准（标准号
T.621）后，我国自主原创、主导
制定的又一数字文化产业标准
成为国际标准。

/新华社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
界艾滋病日”。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我国青年人群、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群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者及病人报告数
呈增多趋势，艾滋病防护意识
差，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依旧
任重道远。

在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
之家， 每天都有前来咨询、就
诊的群众和患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数据显示 ，2012 年 至 2018
年，我国艾滋病的新发例数和
死亡人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9 年 1 月至 7 月新发例数
39483 例，死亡数 11454 例。

其中，青年群体和老年群
体的新发病例增长显著。 中
国疾控中心相关数据显示，我
国 15 岁至 24 岁的青年学生
每年新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
约 3000 例。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群的
感染率也呈增长态势。 数据

显示，近年来，中国的老年人
群，特别是 60 岁以上的男性
人群感染的病例报告数，从
2012 年 的 8391 例 上 升 到
2018 年的 24465 例。

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评估称， 截至 2018 年底，
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
约 125 万， 估计新发感染者
每年 8 万例左右。 参照国际
标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
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
平。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
性病艾滋病门诊护士长邵英
介绍，在大多数人心中，性行
为传播艾滋病在老年群体中
并不常见，但临床显示，老年
艾滋病患者最主要的感染途
径依然是性传播。

“多数老年群体的性安全
意识不足，认为自己已经失去
生育能力，无需避孕，不需要
采取安全措施。 ”邵英说。

“老年人艾滋病防治知识
缺乏，对艾滋病的认知还存在
较大不足，同时对疾控部门的
干预措施接受度不高。 ”北京
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刘宏说，“还有一
些老年人虽然对艾滋病有一
定了解，但认为艾滋病潜伏期
很长， 且有国家免费药物维
持，觉得无所谓。 ”

“其实很多青年人是具备
艾滋病预防相关知识的，但在
具体性实践中， 却知行分离，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北京地
坛医院护士长王克荣认为，个
别青年人追求刺激，容易将自
己的健康抛之脑后。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艾滋
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艾滋病输血传播基本阻断，注
射吸毒和母婴传播得到有效
控制。 当前，性传播成为主要
传播途径，但由于性传播影响
因素多、干预难度大、流行形
势复杂，艾滋病防治任务依然

艰巨。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过去十几年中，我国
诊断率从 2005 年的 21%上
升到 2018 年的 69%，治疗率
从 9.8%上升到 83%，病毒抑
制率从 2011 年的 85%上升
到 2018 年的 94%。

为增强艾滋病防治意识，
避免和减少不安全性行为，最
大限度发现和治疗艾滋病感
染者， 遏制艾滋病性传播上
升势头， 同时推进消除母婴
传播进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 10 部门今年联合印发了
《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
（2019—2022 年）》， 明确要
求加强老年人宣传教育，使
老年人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达 90%以上；同时，加强普
通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的性
健康和预防艾滋病教育，使青
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达 95%以上。

/ 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在 12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发布艾
滋病病毒检测新建议， 以帮
助各国加快这方面进展 ，更
有效应对艾滋病病毒流行特
征的变化。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过去
10年艾滋病病毒流行的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 目前接受
治疗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多， 但仍有太多人因为没
有确诊而得不到帮助。 世卫

组织新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建
议旨在扭转这一现状。 ”世卫
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约有800
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没有
确诊而无法获得治疗。

世卫组织新发布的艾滋
病病毒检测建议包括， 鼓励
所有国家通过进行连续3次
检测来确定艾滋病病毒阳性
诊断， 以最大程度提高检测
准确性。 此前，大多数艾滋病
高负担国家采用的是两次连
续检测。

世卫组织还建议各国把
感染者自我检测作为一种艾
滋病病毒诊断途径。 世卫组
织2018年曾发布艾滋病病毒
自我检测相关指南， 建议感
染高危人群可在私密和方便
的环境中使用唾液或指尖采
血自我检测，20分钟内即可
获得结果， 结果呈阳性者建
议前往医院进一步确诊。

此外，世卫组织还建议开
展基于社交网络的艾滋病病
毒检测， 以覆盖高风险但获

得服务机会较少的重点人
群，并建议通过短信、视频等
数字通信手段为高危人群提
供咨询，建议他们进行检测。
世卫组织还建议欧洲、 东南
亚、 西太平洋和东地中海地
区相关国家通过社区依靠非
专业人员提供快速检测来提
高诊断效率和降低成本 ；建
议在产检时即进行艾滋病病
毒/梅毒双重快速检测， 以帮
助各国阻断这两种感染的母
婴传播。 /新华社

青年老年成艾滋病高发人群
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加强六方面举措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教育部：取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

世卫组织发布艾滋病毒检测新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