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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
“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

看点一：这些常见病正在影
响学生健康

指南提出，包括近视、超重肥
胖、脊柱弯曲异常、传染病、龋齿、心
理健康问题等，是当前在学生群体
中经常发生、患病较高的疾病或健
康问题，对个体健康与社会适应产
生较大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儿童
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也在发生演
变。”安徽医科大学教授陶芳标介
绍，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1.9％，其中，小学36.7％，初中
71.4％，高中81.2％。

学生超重肥胖患病人数和患病
率也在迅速攀升，2020年《中国居民
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6至
17岁学生超重肥胖率为 19％。
2019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与干预数据显示，中小学
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2.8％，脊
柱弯曲异常患病率在初中、高中阶
段增长更快。此外，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也需要加以关注。

陶芳标说，我国学生群体单一
疾病或健康问题的流行值得重视，
特别是同一个体存在2种及以上疾
病的情况亟待改观。

看点二：“多病共防”可以通
过行为与环境干预实现

指南首次明确了学生常见病
“多病共防”的概念，即“多病中病因
相同或具有共同的风险因素时，可
采取多病共防策略。”

比如日间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缺乏、静态行为、睡眠节律紊乱、夜间
接触光源刺激时间过长、营养失衡、
亲子交流缺乏等往往是学生群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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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加
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充足睡眠和早
睡早起、规律生活、均衡营养、加强亲
子交流等，可同时预防多种疾病或健
康问题，达到多病共防的目标。

陶芳标认为，必须要高度关注和
重视学生身心健康问题，通过综合干
预和多方协作，实施科学的预防和干
预措施，将进一步提高学生常见病防
控水平，全面保障学生健康。

看点三：构建学生常见病三
级干预体系

中国疾控中心儿少/学校卫生
中心研究员宋逸介绍，指南提出要
构建三级干预体系，包括一级干预、
二级干预和三级干预。

其中，一级干预主要侧重于推
广简单易行、效果可靠的干预技术，
创新性提出“6个1”健康生活方式；
二级干预注重早期发现高危群体，
及时发现远视储备量不足、体重持
续增加、情绪变化大的学生，加强监
测随访，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防止单一健康问题向多病共患进一
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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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6个1”健康生活方式？
陶芳标表示，“6个1”可视作日常生
活干预技术的高度凝练和全面指
导。即保障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校
内和校外日间户外活动各1小时；久
坐1小时需要起身活动10分钟；以娱

乐为目的的视屏时间每天小于1小
时；三餐就餐时间相对固定，相差不
超过1小时；早睡早起，每天减少夜
间接触光源刺激1小时；每天亲子交
流1小时和互动15分钟。

看点四：“五位一体”多方协
作才能为学生保驾护航

多方协作在护航学生健康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南明确将
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加强健康教育。

“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
习生活环境和科学的健康教育知
识，政府和疾控机构能够提供政策
指导和技术支持，社区和家庭则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养成健康
的习惯。”宋逸说，为了确保多病共
防的效果，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学
校、家庭和社区等多方面的紧密协
作，共同构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防
护网络。

实现多方协作，专家认为，关键
在三方面，首先要确保干预策略的
执行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确保过
程有组织；其次，必须建立有效的监
测和评估机制，实现快速反馈干预
效果，并根据反馈结果不断调整和
优化干预策略；最后，需要考虑地区
间的差异，因地制宜，使各个区域根
据实际情况落实协作模式，确保每
位学生都能获得适当的健康服务。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积极探索
并实践“政府－专业机构－学校－
家庭－社区”五位一体的协作模式，
以期积累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
措施。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顾天成）

摘掉“小眼镜”杜绝“小胖墩”挺直“小背脊”——

学生常见病如何“多病共防”？

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跃进村
北侧的山岗上，树木繁茂、生机勃
勃，山脚下矗立的“万发拨子遗址”
和“王八脖子遗址”两块石刻标识告
诉人们，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万发拨子（王八脖子）遗
址。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
1961年由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
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
年6月，万发拨子（王八脖子）遗址的
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局列为199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通化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刘
志鹏告诉记者，通化至金厂镇的公
路从遗址中间穿过，将遗址分为东
西两个部分。西部圜丘山脊多是生
活居址，东部则是墓葬的主要分布
区。1956年，吉林省考古人员对遗
址进行了首次调查，初步认定为新
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至1999年，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化市文
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该遗址
进行了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发掘
面积为6015平方米，出土文物6942
件，文化层深最深达3.12米，共分为
十三个文化层，这在东北地区特别

是长白山地区是极为罕见的。这一
地层剖面宛如通化的历史年轮，见
证着通化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历史的
沧桑。

万发拨子遗址年代跨度很大，
包含了新石器时代、先高句丽、高句
丽早期土著、高句丽中晚期、满族先
世五种文化性质的考古遗存，遗址
年代上限距今约6000年。遗址中
发现的墓葬非常有特色，分为土坑
墓、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
大盖石墓、大盖石积石墓、积石墓、
阶坛积石墓等七种，还发现了以男
性为主体的35人的多人合葬墓。

万发拨子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吉
林省东南部、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文
化堆积最厚、文化性质最为复杂、持
续年代最长、遗迹遗物最为丰富、文
化特征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遗址。
遗址发掘获取的大量考古学遗存信
息，为鸭绿江中上游、浑江流域考古
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深入研究东北
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以及高句丽
的起源与文化源流等诸多课题提供
了详实、可信的考古资料。遗址的
第三期遗存（春秋战国）与第四期高
句丽土著遗存间明确的文化渊源关
系，为高句丽文化起源研究提供了
重要线索，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
值。

刘志鹏对万发拨子遗址近些年
的保护管理工作十分了解，他告诉
记者，作为通化市最早的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通化市为万发拨
子遗址建立了系统的档案，标志牌
背面为文字说明，划定了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省文物局专业人
员队伍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测量。
通化市文物管理所将遗址纳入全市
不可移动文物巡查系统，聘用业余
文物保护员及物业，建立了较为完
善、快捷的联系和通信网络，发现问
题随时报告，及时处理。

除此之外，通化市文旅局于
2016年向国家发改委申请万发拨子
遗址环境整治项目，2018年取得批
复，已完成山体植被修复面积约1.8
万㎡，及时有效地对遗址本体进行
了必要的保护措施。《万发拨子遗址
房址、墓葬遗址保护和环境整治项
目设计方案》2020年1月获得了吉
林省文物局批准。目前，已完成过
街人行天桥基础施工，预计2024年
底竣工并面向社会开放。

通化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曹
馨文说，通化市文旅局于2017年组
织编制了《万发拨子考古遗址公园
规划》，公园规划面积为50.84公顷，
将为社会民众提供宣传遗址历史文
化、普及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知识
和日常文化休闲活动的场所，并且
计划建立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科普
教学的基地。未来，作为一个完整
的考古遗址公园，定会让悠久的万
发拨子遗址焕发新的价值和光彩。

吉林日报记者 李梦溪

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的发掘、保护和利用——

让六千年古文化遗址再焕光彩

学生群体的健康总是格外牵动公众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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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专访参与起草该指南的疾控
专家，一起来看这份指南的要点。

今年5月20日是第25个
“世界计量日”，主题是“可持
续发展”。5月15日，省市场
监管厅在长春举办了吉林省
2024年“5·20世界计量日”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期
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围
绕计量筑基新质生产力、促
进可持续发展和计量服务保
障民生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
的系列宣传活动。

省市场监管厅围绕吉林
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举办
了吉林省产业计量经验交流
会，邀请国家轨道交通装备
关键机械系统及部件产业计
量测试中心、中车长春轨道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
吉林石化分公司、省计量院、
长春市计量院等单位共同参
与，聚焦计量在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
成效，突出宣传计量测试对
我省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
撑作用。

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在“5·20世界计量日”活动期
间，结合实际，开展计量惠民
服务，组织计量进社区、进学
校、进医院、进工厂、进养老
院等活动，免费为群众提供

检定校准家用计量器具和计
量技术咨询服务，普及计量
法律法规、推广计量文化。
举办计量知识讲座、计量科
普公开课、发放科普资料和
开放计量实验室等活动，让
人民群众了解计量事业的发
展历程，普及计量科学知识。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在民生领域深入
开展了计量专项整治。对涉
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民
用三表”、加油站、眼镜制配
场所等实施了计量监督检
查。重点对旅游景点、商场
超市、集贸市场的缺斤短两
和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进行
严厉打击。通过“双随机、一
公开”监督检查“民用三表”
4250块、加油枪10075条。
共处理涉民计量器具举报投
诉154件。

近年来，全省市场监管
系统全面扎实推进全省计量
工作。据统计，目前全省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1494项，注
册计量师840人，地方计量技
术规范86项，计量基础能力
得到全面提升，助推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
用日益凸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我国近90％听障儿童
通过使用人工耳蜗听声学语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高蕾）人工耳蜗的研发
和推广应用已使我国近90％
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
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
习。这是记者5月14日从中
国残联召开的第三十四次全
国助残日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的。

今年5月19日，是第三
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是

“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
活”。中国残联计财部副主
任刘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助残科
技研发应用部署、实施力
度。“十三五”以来，科技部将
残疾人康复、无障碍环境建
设、辅具技术等领域科研项
目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中国残联组织并实施的7个
项目吸引了25所高校、16家
科研院所、24家企业参与其
中。同时，近五年来，中国残
联设立各类科研课题300余
项，助推助残科技研究、应

用。
刘立军介绍，当前，一批

科研成果已得到推广应用，
在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助
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耳蜗
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我国
近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
学语，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学
校学习。智能语音转换和读
屏等技术的推广应用，正使
越来越多听障人士和盲人与
其他人群高效沟通，跨越数
字鸿沟，融入信息社会。

“中国残联将积极联动
各方科研力量，密切跟踪信
息、生命、制造、材料等科技
发展最新进展，针对残疾人
康复、辅具、教育、就业、文
化、体育、无障碍环境建设等
领域科技需求，进一步推动
将相关科研项目纳入国家及
地方科技计划，积极争取政
府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等支
持，促进涌现更多助残科研
成果。”刘立军说。

2023年北半球夏季或为两千年来最热
新华社伦敦5月15日电

一项新研究显示，2023年北
半球的夏季可能是过去两千
年来最热的夏季。

德国约翰内斯·古滕贝
格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14
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对北纬30度至90度
地区的气温变化展开调查。
基于多年累积的历史气象数
据，团队发现，去年6月至8月
该地区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
（1850年至1900年）同期的平
均水平高2.07摄氏度。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过
去历史气象数据并不完整，
他们进一步分析了北纬30度

至90度之间9个地区数千棵
树的详细年轮记录。年轮记
录了树木生命中每一年的降
水量和气温变化，能让研究
人员追溯到几个世纪甚至几
千年前的气候情况。基于树
木年轮的分析结果显示，
2023年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
比过去两千年来同期的平均
气温高2.2摄氏度。

研究人员表示，去年的
高温建立在温室气体排放驱
动的整体变暖趋势之上，并
因热带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
象而进一步放大。这种极端
情况凸显了全球减排的紧迫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