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 要闻 编辑：张志善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新华社长春1月14日电（记者
李典 于也童 刘赫垚）新雪季以来，
东北地区迎来“客似云来逐冰雪”
的盛景，不少地方纷纷火爆出圈。
在粉雪上畅滑，在冰灯前拍照，在
湖畔观冬捕……让游客慕名而来
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冰雪自然资
源，还有集东北文化、乡村民俗、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为一体的冰雪文
化“金名片”。

体育赛事活动多
冰雪运动成新宠

在吉林省万峰通化滑雪度假
区，滑雪爱好者们有序在缆车前排
队，拿上雪板准备在雪道上飞驰畅
滑。“前几年都是去周边和省外的滑
雪场，现在终于实现在家门口‘泡’
雪场的梦想了。”通化滑雪爱好者王
旭刚说。

冰雪运动成为大众健身新宠
儿。元旦假期，辽宁营口何家沟滑
雪场接待了大量外地游客，接待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36％。为了满足南
方游客的游玩需求，滑雪场还特意
增添了雪圈、雪盆、橡胶船等嬉雪项
目。

依托体育赛事，丰富冰雪体
验。近日，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雪
锦标赛在沈阳东北亚国际滑雪场火
热启幕。“去年有140余人参赛，今年
达180余人。”赛事裁判长逯明智
说。随着辽宁成功申办2028年第十
五届全国冬运会，人们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愈发高涨。辽宁自入冬以
来已相继举办第九届辽宁弓长岭国
际滑雪邀请赛、单板滑雪平行大回
转锦标赛等赛事。

在吉林省，包括国际雪联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等一系列国
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让人们
在冬天也能现场观看高水平赛事，

近距离欣赏冬奥冠军们同台竞技。

“民俗＋非遗”
冰雪运动玩法上新

夏有夏美，冬有冬趣。凭借稻
田画出名的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小
镇是人们夏秋季难忘的记忆。冬季
来临时，10万平方米的稻田化身巨
大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稻田冰雪
运动会在这里火热举行。不少村民
身着锡伯族传统服饰参与雪地拔
河、雪地足球、雪地射箭等赛事。

冰上龙舟赛也成了各地推出的
特色活动。在黑龙江呼玛县，200多
名参赛选手组成17支队伍，在冰天
雪地中上演“速度与激情”。冰上龙
舟是传统龙舟的创新和延伸。选手
们用龙舟撑推动龙舟在冰上滑行，
更具挑战性和娱乐性。在辽宁锦
州，第七届海洋冰雪节暨全民冰雪
运动季冰上龙舟超级联赛将于1月
15日至16日开赛。

在黑龙江“中国雪乡”景区，浪
漫雪景与民俗体验的深度融合正在
上演。“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雪
景，景区充满东北特色和风情，太热
闹啦！”湖南游客王道忱说。据介
绍，景区着力打造花灯一条街，丰富
篝火晚会、大秧歌、花车巡游等活
动，展现民俗文化魅力，让游客体验
特色冰雪文化。元旦期间，“中国雪
乡”景区接待4.46万人次，同比增长
240％。

在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景区，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在冰冻的湖
面上等待着冰湖腾鱼的盛况。这里
至今仍保留着人工凿冰、马拉绞盘、
冰下走网等最原始的捕鱼方式，这
一传统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东北各地深挖特色优
势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冰雪体育

运动，以丰富的冬季产品供给，不断
发展冰雪文体活动，增强游客体验
感与参与度。

“冰雪＋N”新场景助力冰雪
消费升级

这个冬季，依托冰雪，以冰雪＋
体育、冰雪＋文旅、冰雪＋演艺、冰
雪＋民宿等一系列“冰雪＋N”的新
场景、新玩法独具特色，丰富了冰雪
经济业态，点燃了冬季冰雪消费市
场。

随着滑雪运动越来越受欢迎，雪
具和雪服也进入了销售旺季。记者
在辽宁超鹏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到东北
玩的人多了，各种棉服订单直线上
升，我们正开足马力。入冬以来公司
销售额已接近5000万元。”辽宁超鹏
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同飞说。

“冷”冰雪遇上“热”文创，这个
冬天同样“有料”。梦幻的“雪花摩
天轮”、刚猛的东北虎、浪漫的索菲
亚教堂……这些哈尔滨特色元素，
借助精巧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被制
作成一枚枚精美的冰箱贴，用手机
扫一扫，还能借助AR技术“动起
来”，一经发售便被抢售一空，预购
量已超过10万。“一贴难求”背后折
射的是当地谋划布局创意设计产
业，推进产业招商，加快培育经济社
会发展新动能的丰硕成果。

今年冰雪季，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无疑是黑龙江最闪耀的明星IP。
景区以地标性建筑“雪花摩天轮”为
基础，制作了造型精美的文创雪
糕。游客赏冰雪美景，吃文创雪糕，
拿着“小摩天轮”与大摩天轮拍照合
影，拉满冰雪之旅的“甜度”。

一张张冰雪“金名片”正在被擦
亮。（参与采写：魏蒙 姬杨 颜麟蕴
杨思琪）

新华社海南文昌1月15
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
到，1月15日，天舟七号货运
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
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
区。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
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

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
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将
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023年12月21日，执行
天舟七号发射任务的长征七
号遥八运载火箭运抵文昌航
天发射场，之后与先期运抵的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一起开展
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奏响自然与人文之歌——

东北擦亮冰雪文化“金名片”

当前呼吸道病原体流行几何？公众怎么防？
——国家卫健委回应关切

天舟七号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顾
天成 李恒）随着寒假和春节假期临
近，人群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可能加
速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当前全国
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病原体流行情
况如何？公众如何做好防治？怎样
强化医疗力量配备？国家卫生健康
委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
心问题进行回应。

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

“季节性流感包括甲型H1N1、
甲型H3N2亚型以及乙型流感。”中
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
主任王大燕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
国南方省份近3周乙型流感病毒占
比持续上升至36.8％，北方省份近5
周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至
57.7％，一些省份乙型流感病毒占
比已超过甲型流感病毒。

部分公众关心感染过甲流的患
者是否仍可能感染乙流。对此，王
大燕表示，得了甲流后产生的免疫
反应，对乙流不能提供有效的免疫
保护。即使本次流行季得过甲流，
也还有可能再次感染乙流。目前，
流感疫苗中包含甲型H1N1亚型、甲
型H3N2亚型和乙型流感组分，建议
高风险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监测数据还显示，元旦假期后
全国新冠疫情仍处于较低水平。其
中，哨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
保持在1％以下，新冠病毒JN.1变异
株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专家研判认

为，近期我国将继续呈现多种呼吸
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态势，新冠
病毒感染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回
升，新冠病毒JN.1变异株大概率将
发展成为我国优势流行株。

病原诊断很重要
须针对性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主任王贵强表示，公众感染流感病
毒、新冠病毒等病原体以后，建立的
免疫力并不持久，可能出现反复感
染，且这些病原体之间也没有交叉
免疫，不同病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
替感染。从而容易导致上呼吸道黏
膜屏障受损，继发细菌感染等。

专家建议，出现上呼吸道感染
症状要及时进行病原诊断，明确诊
断后针对性治疗。通过针对性治疗
可以有效缩短病程，降低进一步传
播风险、降低住院和重症风险。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
养护正气是预防呼吸道症状反复发
作的关键。患者在患病期间或康复
过程中，规律的睡眠对于提升正气非
常重要。保持饮食清淡、营养丰富，
不吃油腻辛辣刺激食品，注意防寒保
暖。同时，不要乱用药、乱投医。

呼吸道感染容易诱发或加重老
年人群心血管疾病。对此，专家特
别提醒，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生呼吸
道感染，应积极治疗，对于年龄大于
65岁以上，既往有冠心病、慢性心率
衰竭等病史的患者，不要出现感冒

样症状后选择忍耐，而要积极尽快
到医院就诊。

强化医疗力量配备
优化就诊流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要积极调
配医疗资源，优化就诊流程，保障医
疗用品供应。做好医疗资源储备，
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王贵强表示，针对不同类型呼吸
道疾病，各级医疗机构采取多种措施
加强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治疗。包
括增加发热门诊、感染、呼吸相关科
室人力资源，尽可能开放门诊服务，
强化医疗资源整体配比，减少患者就
诊等候时间；高水平医院对下级医
院，包括社区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技术
指导和专业支持，鼓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承担常见呼吸道疾病诊疗；实行
线上挂号，尽量减少就诊人员聚集，
充分发挥互联网诊疗优势；强化病原
体检测，提高抗生素使用针对性，促
进规范合理使用相关药物等。

元旦假期以来，南北互跨旅游
吸引了大量游客，越来越多的群众
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王健全建议，
群众参与冰雪运动要有比较科学完
善的装备，衣服要轻薄但隔热，能够
抵御严寒；开始时尽量选择低难度
赛道或低难度雪道进行滑动；冰雪
运动在寒冷环境中，要注意时间不
要过长，适当休息补充能量。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罗沙）人民法院服务保
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直
接、最具体的就是加强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要做实严格
保护，加大对恶意侵权的惩
治力度。敢用、善用惩罚性
赔偿，不仅让受害者权益得
以挽回，更要让侵权者付出
更重代价，以严格公正司法
树立鲜明导向。

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
院14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
院长会议获悉的。会议指
出，知识产权案件前沿性、交
叉性、专业性问题多，新业态
新技术下，相关规范滞后。
依法保护，就要把握法的精
神，创造性运用知识产权法
律原则条款、目的条款等，完
善保护规则、实现定分止争，
促进经济社会活动在规范下
创新、发展。

记者同时了解到，人民

法院将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法治环境，真心实
意做到做实既“厚爱”又“严
管”。把推进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作为落实治罪与治理
并重、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健
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创新完
善合规监管机制，推动个案
合规向行业合规延展，促进
涉案企业合规效益最大化，
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合规司法制度。

最高法同时提出，围绕
防止和纠正把经济纠纷认定
为刑事犯罪、助力拓宽民营
企业融资渠道、监督行政机
关守信践诺、推动行政监管
措施审慎包容透明、善意文
明执行等方面，加大典型案
例挖掘，发挥示范和引领作
用，切实让民营企业感受到
司法平等保护的力度和温
度，促进增强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信心。

最高法：

严惩恶意侵权 保障民营经济发展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
遭受违法犯罪侵害案件逐年
走高，表明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还远没有做实做好。”

最高人民法院1月14日
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
议提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工作“抓前端、治未病”，要融
合贯通涉未成年人刑事、民
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审判职
能，特别是将工作重心放在
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和公
益诉讼案件，全方位加强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

“实践中，涉少刑事案件
中的未成年人，多数来自残
缺家庭、问题家庭。”最高法
认为，要深入研析案件反映
出来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

护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
题，以更加有力有效的司法
保护促推、助力“家庭、学校、
社会、网络、政府”保护，做深
做实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
防的治本工作。

最高法同时强调，要用
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扎实办
好教育、就业、医疗、安居、养
老、婚姻家庭、环境保护、安
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
域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案
件。要能动用好法律和司法
政策，切实解决好一些弱势
群体、困难群众所急所盼，把
工作做在平时，努力让人民
群众时时感受到人民司法的

“暖心”“稳心”“安心”。
新华社记者 罗沙

我国法院将全方位加强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记者1月15日从中国海
油天津分公司获悉，我国渤
海湾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
19－6气田Ⅰ期开发项目生
产井——渤中19－6－M4井
圆满完成钻井作业，深度达
到5910米，再次刷新了渤海
油田井深新纪录。

作业实施过程中，作业
团队采取“一井一策”和“一
段一策”的方针，应用全过程
精细控压工艺，实现近平衡
钻进和控压起下钻，最大限
度进行储层保护。同时，始

终贯彻快进快出、及时返排
全过程储层保护理念，实现
气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形
成了渤海深井潜山钻井技术
体系。

在创下最深井纪录同时，
渤中19－6－M4井也喜获高
产，日产油284.5方，日产气5.2
万方。该井完成钻井作业不
仅标志着渤海油田在深井领
域又迈上新台阶，同时为千亿
方大气田渤中19－6安全高效
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华社记者 梁姊 王井怀

5910米！
渤海油田再次刷新最深井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