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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共中央、国

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2年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

旗下半旗。约3000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

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间，南京市

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

哀。默哀毕，在《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

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

祭台上。

之后，蔡奇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

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

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

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

本侵略者而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

人，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

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蔡奇指出，可以告慰遇难同胞和先烈的

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奋斗拼搏，我们的国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迈上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过上了全面

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蔡奇强调，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

脚步永不停息。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

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发扬斗争精神，坚定不

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蔡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

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新时代新征

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国人民愿同世

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蔡奇讲话后，85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

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

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

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

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期许。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陈文清主持公祭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陈竺、国务委员王勇、全国政协副主席卢

展工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

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相关主题纪

念（博物）馆、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宗教

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

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

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2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①②③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现场。当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疫情之下，重点人群的健康牵动着每个

家庭的心。老年人感染后居家治疗该注意什

么？孕产妇如何做好防护避免感染？儿童发热

后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心血管疾病患者如

何平安度过冬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3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老年人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预防第一

“老年人一旦患病，较年轻人来说，重症发

生率相对较高，是特别需要保护的人群，预防

是第一位的。”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李燕明建议，老年人还是要接种全程疫苗

和加强疫苗，可明显降低重症感染发生率。

“从目前监测情况看，60岁及以上老年

人接种疫苗后，不良反应总体报告发生率略

低于60岁以下人群，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和其他人群基本类似，在百万分之一以下。”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

李燕明呼吁，老年人近期减少外出，特别

是避免去人群比较聚集的密闭场所，尽可能

减少接触外界环境。同时规律生活，不要太过

紧张，保证营养，但也不要暴饮暴食，尽可能

减少烟酒的接触。

老年人一旦感染，李燕明建议，少食多餐，

避免出现呕吐，少量多次补充适量水分，保证

睡眠。老年人要更加慎重使用退热药物，烧得

越高用药越慎重，以防一次大量出汗造成虚脱

甚至低血压，还要避免多种药物共同使用。

此外，对于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要加

强基础疾病的管理。李燕明提示，不能因为害

怕去医院取药而停药。一些基础疾病本身不

太稳定的，比如有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或有

严重心脏基础疾病的，或80岁以上高龄老人

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的，这些人群是高危人

群中的高危，需格外重视观察监测。

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会否传染给

胎儿？几乎不会

“对于孕产妇来说，预防最重要。有可能

的话，还是尽可能少到公共场所去，不聚会、

不聚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乔杰说，与此同时，还要确保均衡的营

养、充足的睡眠、积极乐观的心态。

孕产妇万一感染新冠病毒会出现怎样的

症状？如何居家治疗？

乔杰说，从全国产科质控专家组汇总的

国内情况和国际报道看，孕产妇感染新冠病

毒之后，发病率、症状、病程都和普通人群接

近，症状主要还是上呼吸道感染，病程也基本

是5至7天。

当孕产妇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

时，可以多喝水，采用物理降温或者选择孕产

妇可以用的中药。超过38.5摄氏度，可以选用

对乙酰氨基酚治疗，这是对孕产妇相对安全

的。要特别注意，退烧药要选用单一的药物，不

要进行叠加，这样可以减少可能的肝肾损害。

“孕产妇要注意三个监测：体温、心率、血

压，孕晚期的孕产妇还要做好胎动的监测。如

果持续发热3天以上，用了退烧药没有好转，

或者出现了胎动消失、胸痛、胸闷、腹痛等，要

及时和助产机构联系，及时就诊。”乔杰说。

“因为母体有胎盘这个非常好的保护屏

障，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几乎是不传染

给胎儿的。”乔杰说，但如果是产后，妈妈、宝

宝在一起的话，还是要注意隔离，宝妈在空间

上最好和新生儿有一定的隔离或者戴N95口

罩，可以母乳喂养。

儿童发烧需要立马去医院吗？视

情况而定

“冬季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病高发季节。引

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很多，以病毒为

主，比如鼻病毒、副流感病毒、流感病毒等，新

冠病毒也是引起发热、咳嗽等症状的病毒之

一。”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钱素云说。

孩子发烧，是否应立马去医院？钱素云

说，一定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孩子虽有

发烧等症状，但精神挺好，特别是退烧以后能

吃能喝能玩，这时候就没必要特别紧张，也不

需要马上去医院就诊，可以在家继续观察、对

症处理。

钱素云表示，但如果发烧持续3天以上

没有好转迹象，孩子精神不好，咳嗽进行性加

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睡眠，出现喘息、呼吸

增快、甚至呼吸困难等情况时，要去医院就

诊。另外，3个月以下的小孩一旦出现发热，

还是建议及时就诊。

钱素云说，有孩子的家庭应该适当储备

一些儿童常用的应急药物，但不推荐储备很

多药物，如果储备很多保管不当的话，可能导

致孩子误服。

“孩子发烧是经常会遇到的，对于6个

月以上的小孩，可以选择布洛芬、对乙酰氨

基酚，其中有一种就可以了；2至6个月的小

孩，不适合用布洛芬，可选用对乙酰氨基酚；

2个月以内的小孩，不推荐常规使用退烧药

物，可采用物理降温等措施并及时就诊。另

外，也可以储备一些清热祛痰的药物。”钱素

云说，不主张两种退烧药同时服用，也没必

要交替服用。

心血管疾病患者感染会否导致原

有病情加重？克服恐惧心理

“原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感染了新

冠病毒也不必太担心。”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

院长周玉杰说，在家里一定要坚持治疗原有

的疾病，一般都是冠心病、高血压或者心衰这

样的疾病。

周玉杰介绍，除了高烧以后多喝水可能

对心衰症状产生影响，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比如缓解肌肉酸痛的用药等，目前尚未发现

和心血管治疗药物之间的不良作用。

“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是由于恐惧导致疾

病加重，要克服这种心理。”周玉杰说，心血管

疾病患者要合理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

并保持心态平衡。

“长期服用心血管疾病防控药物的不要

停药，停药可能诱发或者加重疾病。如果有持

续性胸痛，还是到医院进一步诊断和治疗。”

周玉杰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老年人感染如何居家治疗？孕产妇、儿童如何做好防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泉 王琳琳 李恒

④12月13日，学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

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悼念。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④④

③③②②

①①

新华社12月13日电（记者薛钦峰）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

村厅了解到，今年吉林省粮食产量达816.16亿斤，比上年增

加8.32亿斤。这是继去年吉林省粮食产量首次超过800亿斤

之后，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吉林省各地努力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

积达8677.65万亩，比上年增加95.7万亩，连续19年保持稳

定增长。其中，大豆播种面积464.81万亩，比上年增加85.7

万亩。

年初备春耕期间，吉林多地遭遇疫情影响，各地推进农资

及时下摆入户，并转送30多万农民返乡春耕，确保在适播期

内完成播种。今年6月至8月，吉林迎来多轮明显降雨过程，

多地农田出现内涝。吉林成立15个驻县排涝指导小分队，全

省累计派出技术指导人员19.2万人次，排出田间积水277.86

万亩，喷施速效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225.91万亩，确保了

作物安全成熟。

吉林大力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今年推广水肥一体化

技术298万亩；建设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实现对省内产

粮大县全覆盖；全年开展重大病虫害飞防作业5053万亩次、

绿色防控面积4721万亩，实现“虫口夺粮”。

吉林今年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3283 万亩，同比增长

12.4%，位居东北四省区第一位，保护性耕作整体推进县保持

15个，实现适宜区域全面实施。在保护性耕作基础上，吉林

进一步拓展保护模式，初步构建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

肥、西部改良培肥等保护路径，探索建立了黑土地保护10大

模式，并在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加大示范推广力度。

吉林围绕“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

力度，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在不同区域打造不同类型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尤其是今年，全省新建高标准农田550万亩，创历

史新高。吉林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400万亩，占全省永久

基本农田53%。

秋收期，吉林还组织9个秋收指导服务组，指导各地科学

有序推进秋收，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由“丰收在田”

转为“丰收在手”。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王永煜表示，吉林

省围绕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强化政策保障和科技支撑，为粮食

持续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吉林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比上年增产8.32亿斤

公 告
滕士君，身份证号220182********6418，自2021年9月至今连续

旷工，经多次催告后仍未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7个工作日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不办理，公司将依法与你解除
劳动合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2年12月13日

●吉林省敏锐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敏锐金融设备有限公

司东朝阳路分公司公章丢失，声

明作废。

● 张 薇
（220381199410303423）将护士执
业证丢失，证号：201722003179，
声明作废。

●松原广播电视台李瑞雪将
新 闻 记 者 证 遗 失 ，证 号:
G330701660000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戴小河）进入12月以来，

邮政快递业加快复苏，迎来新一轮业务高峰。国家邮政局监测

数据显示，“双12”当天，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邮（快）件

4.53亿件，与2021年“双12”基本持平。1日至12日，全网揽收

量约43.03亿件，同比上升5.6％。

国家邮政局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堵点卡点已有效

疏通，行业正在快速恢复有序运行。截至12月11日，全国关停

邮政快递分拨中心已经清零，全国仅有400余个网点因涉疫

处于关停状态，各地邮政管理部门正在积极推动解封。

目前有部分地区存在快递不快、发货较慢、派送不及时

等问题。国家邮政局回应称，这主要是前期一些地区由于疫

情防控等原因，积累了大量线上订单，快递企业需要根据商

家发货节奏进行揽收和处理。同时，受疫情影响，快递企业

也存在一定的用工缺口，运力尚未完全恢复，造成末端派送

压力较大。

邮 政 快 递 业 加 快 复 苏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教育部获悉，为进

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巩固校外培训

治理成果，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教育部办公厅等12部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加强对重点场所和重点网站的防控。充分

发挥社区（村）的综合管理功能，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

治理纳入社区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减少违规培训发

生。加强对招聘网站、家教网等的监管，禁止发布“一对一”

“众筹私教”“家庭教师”等校外培训招聘需求信息。严格执行

校外培训广告管控有关要求，禁止发布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

园）的校外培训广告。

意见明确，强化对重点机构和人员的防范。各地要综合

研判分析本地区可能开展违规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类

型，建立防范违规的重点机构和个人清单。对转型的学科类

培训机构加强跟进指导，鼓励给予政策支持，帮助机构实现转

型发展。紧盯托管服务、违规组织竞赛、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

等相关机构，加大招生入学等重要节点的提醒提示和检查巡

查。禁止家政服务企业将校外培训纳入家庭服务，严禁任何

形式的“住家家教”推介行为。

意见强调，强化违规行为通报曝光。各地要加强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定期通报发布典型案

例。要紧盯隐形变异重点问题，抓住关键节点，对违规培训至

少每季度公开曝光一次，不断加强警示震慑。

12 部门进一步加强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