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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人们常
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健康涉
及全年龄段人群全生命期，是涉及
民生福祉的公共卫生问题。

全国青少年近视率处于高位、白
内障手术覆盖率有待提升、眼科医疗
资源总量有待扩充……6月6日第27
个“全国爱眼日”之际，眼科专家建议，
关注“一老一小”患者及重点眼病，进
一步加强我国眼科医疗资源建设。

杜绝“小眼镜”
从减少近距离用眼做起

“小眼镜”问题时常让家长们忧心
忡忡。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儿童青
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0～
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务规范
（试行）》等多项文件，为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保驾护航。但我国近视低龄化
问题仍然突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7月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小学
阶段近视率攀升速度较快。

专家介绍，近视的发生和危害都
不可逆，高度近视后度数的增长，会
引起很多眼底并发症，例如视网膜
脱离、黄斑裂孔等。因此，必须警惕
近视低龄化。

“近视的发生因素主要有遗传
和环境两大类，随着社会发展和电
子产品普及，少年儿童阅读和近距

离用眼时间变长，容易导致眼睛肌
肉紧张、调节失衡。”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鲍永珍
说，对于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治，
眼科专业界及教育界正联合起来，
通过增加户外运动、定期检查视力、
减少近距离用眼等综合性举措共同
守护青少年眼健康。

呵护好孩子们的眼健康是国家
高度重视的大事。《“十四五”全国眼
健康规划（2021-2025 年）》提出，到
2025年，力争0至6岁儿童每年眼保
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儿童青少年眼健康整体水平不断提
升；力争“十四五”期间实现全国县
（区）近视监测100%全覆盖，针对性
开展专家进校园行动、中小学生健
康月活动等干预措施。

面对老龄化
提升白内障复明能力迫在眉睫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也称为“老
年性白内障”, 是最常见的白内障
类型，若不及时干预可致盲。专家
表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白内障发病率高、基数庞大，患
者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但能够提供
白内障手术的机构还不够多，存在
供需关系相对失衡。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
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已超过

3000，在30年间上涨了近38倍。规
划提出新的目标：全国百万人口白
内障手术率达到 3500 以上，有效白
内障手术覆盖率不断提高。

规划还提出，要深化三级医院
对口帮扶县医院，持续开展“光明工
程”“光明行”等活动，推动白内障复
明手术技术下沉，提升县医院白内
障复明手术能力。

鲍永珍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眼科已坚持23年参加“健康快车”
白内障公益复明手术流动医院工
作，为来自全国 18 个省份的患者完
成累计超 4 万例免费白内障摘除联
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今年9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承担的“健康快
车”光明行将前往山东地区。

在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
沉方面，自2000年起，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眼科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小
切口白内障手术学习班”已连续 20
多年每年招收全国各地眼科医生进
行白内障手术技术专项培训。

建设更充足均衡的
眼科医疗资源

一名来自山西省小名叫乐乐的早
产儿，在出生的第一个月因“白瞳症”
既感受不到世界的光明，也使得眼科
医生无法看到眼底，不能评估有无早
产儿视网膜病变。基层眼科医生第一

时间将该病例转诊至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眼科，经过 13 年的系统治疗和随
访，先天性白内障的小婴儿如今已成
长为正常就学的阳光少年……

鲍永珍说，从百岁老人到一月
龄的婴儿、从抗战老兵到西部边民，
帮助患者获得光明的故事总是在她
的职业生涯里上演，这也是我国眼
科医师队伍不断发展、五级眼科医
疗服务体系建设的缩影。

《中国眼健康白皮书》最新数据
显示，目前全国约有4.48万名眼科医
生，每 5 万人中约有 1.6 名眼科医
生。另一方面，近视、白内障等眼病
诊疗需求日益增长。

针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眼科
医疗资源需求，规划提出，力争到

“十四五”末，眼科医师总数超过5万
名，每十万人口拥有眼科医师数超
过3.6名；统筹建设眼科专业国家医
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打造
国家和区域眼科医学高地。北京朝
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介绍，国
家正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将精
准眼病治理项目推向临床运用。

眼科临床实践具有特殊性，诊
疗设备许多都是精密仪器，投入大、
技术要求高。鲍永珍建议，在充实
眼科医生数量的基础上，还应更加
聚焦均衡性，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和
眼科医生技术的培养。

擦亮“心灵窗户”关注眼健康
“一老一小”是重点关注人群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2017
年至2021年，全国共办理涉烟犯罪
案件4.3万起，查获假烟210万件、
烟丝烟叶近10万吨，收缴制假烟机
1700余台。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
部联合挂牌督办重大案件 390 余
起，刑事拘留4.4万人，先后组织
破获一批案值上亿元的特大案件，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超千亿元。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以来，面
对复杂严峻的涉烟犯罪形势，国家
烟草专卖局、公安部部署全国烟草
专卖部门和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
烟违法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充分发挥
联合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作
用，加强部门合作和跨区域协作配
合，将卷烟打假工作纳入公安部“昆
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假烟生产、
非法分销等违法犯罪活动，有力挤压
了涉烟违法犯罪的活动空间。

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打击
制售假烟网络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烟草专卖部
门、公安机关将持续推进卷烟打假
工作，严打跨境制售假烟违法犯
罪，强化重点地区源头打击和综合
治理，集中力量打击非法经营烟丝
烟叶和非法运输卷烟等活动，切断
制售假烟地下供应链条，坚决遏制
涉烟违法犯罪活动猖獗势头。

2017年以来办理
涉烟犯罪案件4.3万起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中国
科协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张玉卓6日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
迅速，服务线下公众超8.5亿人次。

张玉卓在当天举行的“中国这
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过
去十年，得益于科学普及的推广，我
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大幅提
升，2020 年达到 10.56%，比 2015 年
的6.2%提高了近1倍。

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
体系取得长足发展，实体科技馆数

量从2012年的118座增长到目前的
408 座，流动科技馆累计巡展 4944
站，科普大篷车累计行驶里程超过
5000 万公里，农村中学科技馆累计
建设1112所，中国数字科技馆用户
数量达1500多万。

另一方面，我国科普组织力动
员力不断提高，构建省域统筹政策
和机制、市域构建资源集散中心、县
域组织落实，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
务中心（站）等为阵地，以科技志愿
服务为手段的基层科普组织动员体

系，打造“品牌、平台、机制、队伍、改
革、阵地”六位一体的高质量科普服
务体系。

“当前，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城
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需要
我们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张玉卓
说，接下来，要以《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为主
线，强化部委协同、全社会参与，着
力营造“人人科普、科普人人”的良
好氛围，引导科普资源和服务向欠
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倾斜，持
续推进科普助力乡村振兴。

十年来我国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迅速
服务线下公众超8.5亿人次

6月6日，顾客在北京世纪金
源购物中心一家餐厅用餐。

自6月6日起，除丰台区全域
及昌平区部分区域外，全市其他地
区进一步分区分级动态实施社会面
防控措施。其中，进入公共场所核
酸阴性证明时限要求由48小时调
整为72小时。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