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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彭韵佳）据国家医保局消

息，日前印发的《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将各地原有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整合为30项，促进生育

服务提升优化。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收取手术费、治疗费、诊疗

费等医疗服务费用的计价单元。过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由

各省份制定，在数量、名称、项目内涵、计价单位以及耗材收费

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产科类立项指南原则

上按照孕产流程进行分段立项，即根据妊娠期、产前、生产、产

后等各环节的具体检查治疗或操作分别设立项目，不再与具

体技术细节挂钩。例如价格项目分为产前阶段的“产前常规

检查”“胎心监测”，临产阶段的“催引产”“产程管理”，生产阶

段的“阴道分娩（常规）”“阴道分娩（复杂）”“剖宫产（常规）”

“剖宫产（复杂）”等。

此次产科类立项指南单独设立“分娩镇痛”“导乐分娩”

“亲情陪产”项目，支持医疗机构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人性化

分娩服务，鼓励积极开展镇痛分娩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

构向孕产妇提供专业化的陪伴分娩和导乐分娩服务。同时，

立项指南统一计价单位，将“胎心监测”“阴道分娩”“羊膜腔穿

刺”等可能涉及多胎的项目，计价单位一律明确为“胎／次”。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已全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有升有降开展调价，其中检查检验类项目价格水平持续下降。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

项指南编制印发进度，陆续出台护理类等类别立项指南，尽快

形成覆盖大部分学科的立项指南。

国家医保局统一规范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新华社石家庄6月16日电（记者秦婧
冯维健）16日开幕的2024中国·廊坊国际经

济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

报告（2023年）》，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商贸

物流总额达126.1万亿元，同比增长5％。

报告由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中国物流

信息中心共同编写。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商

贸物流发展呈现六大特征。一是批发业物流

逐步向供应链服务拓展；二是零售业物流加

快精细化转型；三是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加快

补齐，冷库总量约2.2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8.3％，冷藏车保有量约43.2万辆，同比增长

12.9％；四是餐饮住宿物流定制化服务快速

发展，餐饮业全年食材流通规模达6.1万亿

元，净菜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住宿业物

流需求恢复到2019年高位；五是进出口物流

保持韧性增长，出口物流量同比增长6.7％，

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13.0％，全年港口货物

吞吐量170亿吨，比上年增长8.2％；六是绿

色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标准托

盘保有量超6.3亿片，托盘标准化率超36％。

报告对2024年商贸物流发展趋势进行

了展望。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任锋表

示，随着各项宏观政策措施协同发力，消费需

求持续恢复，商贸物流由恢复性增长向温和

增长转变。

2023年中国商贸物流总额超126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冯家顺）2024年度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于6月15日至16日举行。记者16日

从中央社会工作部获悉，今年考试报名人数达188.9万人，较

2023年增长26％，再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分为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

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社

会工作师通过考试的方式评价，自2008年起已经连续组织17

年；高级社会工作师采取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方式，2020

年组织首次考试，取得考试合格证明的考生可申请参加评审。

中央社会工作部介绍，目前全国共有116.1万人取得社

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这支队伍广泛分布在基层治理、职

工帮扶、儿童福利、青少年事务、老龄和养老服务、禁毒戒毒、

社会救助、社区矫正、卫生健康、信访工作等领域，围绕满足群

众需求和解决具体民生问题开展专业服务，成为参与基层治

理的重要力量。

此外，今年全国还有50余名视力障碍考生报名参加考

试。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密切配合，

采取多种措施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2024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人数达188.9万人

盛夏光景，山谷幽凉，呼吸着清新空气，

驰骋于原始森林，对跑友而言是这个季节再

惬意不过的体验。16日，中国·吉林边境森

林马拉松系列赛长白山站举行。约3000名

跑友从长白山下的二道白河小镇出发，一路

“跑过皆风景”，完成对中国东北海拔最高户

外运动胜地的又一场集体打卡。

“在这里遇见绿水青山，以运动解码‘东

北之巅’。”长白山势佳体旅赛事活动总监郑

文强说，无论山水植物还是地形地貌，长白山

的户外运动资源都让人眼前一亮。路跑、登

山、攀岩、溯溪、骑行、赛车、滑雪、热气球、滑

翔伞、野外定向……“户外运动需要的，长白

山几乎都有。”他说。

作为孕育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的

“东北三江源”，长白山是欧亚大陆东缘最高

山系，北半球同纬度带原始状态保存程度、物

种丰富程度名列前茅的地区，是中国东北乃

至东北亚地区的“绿色屏障”。

“虽然是‘东北之巅’，但毕竟处于平原，

不用担心高原反应。”户外发烧友张宇凡说，

长白山富足的氧气不仅对运动者很友好，还

以层次极为丰富的植被类型吸引着各类项目

爱好者。“像从温带跑到极地，非常神奇！”他

说，从海拔730米的森林马拉松起点，到海拔

2670米的“天池云路”登山赛终点，一路上能

清晰感受到从阔叶林到针叶林再到苔原带的

植被变化。

每年10月到次年4月，长达200多天的

雪期不仅使长白山区孕育了单兆鉴、朴东锡

等中国首批冰雪健将，也使这里成为齐广璞、

苏翊鸣等冬奥冠军一飞冲天的训练平台。

“近年来，长白山抢抓中国户外运动的风

口，开展户外赛事，丰富户外项目，开发研学

业态，探索文旅体融合新模式。”长白山管委

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局长耿德勇说，除了利

用冰雪季“冷资源”举办冰雪项目国际赛事，

长白山还利用避暑季“凉资源”打造“环长白

山”森林自行车赛、“天池云路”登山赛、森林

马拉松赛等品牌赛事，吸引运动爱好者、游客

及域外投资纷至沓来。

2023年，长白山累计接待游客274.77万

人次，同比增长260.5％。在东北冰雪旅游

整体“出圈”的2023－2024雪季，长白山接待

游客 72 万人次，比 2018－2019 雪季增长

164.3％。

为满足户外爱好者不断上新的需求，长

白山还增加潮玩项目，如攀冰大会、穿越大

会、天池爬坡王挑战赛、天池机车骑士文化节

等。郑文强所在的长白山势佳体旅近年来一

直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商业化运营赛事活

动，努力提升长白山的户外运动影响力。“以

体育文化增加游客黏性。”他说。

日前，24名来自北京的学生度过了7天

难忘的长白山研学之旅。他们骑着自行车

沿环长白山慢行绿道在原始森林中穿行，在

红石峰景区体验铁道式攀登、树上丛林穿

越、皮划艇等户外项目，与森林防护员共同

走进深山了解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知

识，到锦江木屋村里摊煎饼、磨豆腐体验民

俗风情……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让孩子们在

长白山收获一份成长。”郑文强说，“我们利用

这些品牌赛事和特色活动来平衡旅游资源，

让长白山‘旺季不堵，淡季不淡’。”

今年3月，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名录。长白山管委会主任高飞介绍，未来还

将加快推进环长白山慢行绿道建设，以骑

行、徒步、雪地摩托等项目打造“东北亚第一

慢行道”。

（新华社长春6月16日电）

以运动解码“东北之巅”
——长白山打造东北海拔最高户外运动胜地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王帆 周万鹏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李恒）近日，中央气象台连

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大关”。专家提示，

高温天气会给一些重点人群带来健康风险，这些人群要加强自

我防暑降温意识，及时补充水分，保证充足睡眠和健康饮食。

国家疾控局此前发布的《高温热浪公众健康防护指南》明

确，高温热浪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包括：敏感人群，如儿童、孕

妇、老年人等人群；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如循环系统疾病、呼

吸系统疾病、精神与行为障碍、肾脏疾病及糖尿病等患者；户

外作业人员，如农民、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人员。

怎么识别中暑症状？专家介绍，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

中暑、中症中暑和重症中暑等阶段。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

王荃提醒，在高温、高湿环境暴露后，一旦出现头晕、头痛、恶

心、呕吐、发烧、肌肉抽筋、抽搐等症状，提示可能要发生中暑。

王荃特别提醒，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慢性基础性疾病患

者以及户外作业人员等人群，更容易发生中暑，需格外加强自

身健康防护。

专家建议，这类人群要尽量避开高温高湿环境，儿童尽量

在早晨或晚上进行户外活动，在户外玩耍时最好待在阴凉处；

孕妇和老年人尽量待在凉爽的室内；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要

主动、多次、适量饮水，不要感觉口渴才喝水，若因疾病限制饮

水量，要及时询问医生合理的饮水量；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

排户外作业时间，预防职业性中暑。

重点人群中暑了怎么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医师迟骋建议，出现中暑症状时，要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

处，解开患者衣袖、领口，用凉毛巾擦拭患者四肢皮肤等，同时

用风扇、空调等降低环境温度。一旦患者出现意识障碍、昏

迷、呼吸循环衰竭等危重症状，应及时送医救治。

高温下，专家提示重点人群防暑降温要注意这些

（上接第一版）开诊一年多时间，深受学生族、

上班族、孕期女性等饱受压力困扰群体的青

睐，门诊不仅为患者提供了延时诊疗、错峰就

诊的便利，更为患者提供了“一对一”的专属

服务空间。随着诊疗服务功能不断升级，如

今这里已然成为患者心灵解压与情绪放松的

驿站。

“作为日间门诊的补充，‘黄昏门诊’开设

初期，主要通过心理咨询服务，满足部分患者

就诊需求。随着患者量增加和病种的多样

性，我们进行了辅助检查配套升级，现在，医

生在‘黄昏门诊’开具相关检查，检验科、电诊

科、心理测量科、物理治疗科以及影像科多科

室联动，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诊疗服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不论是焦

虑、抑郁，还是睡眠等问题，患者目前都能在

“黄昏门诊”得到明确诊断和治疗，极大节省

了患者的就诊时间。

“这样的门诊，实在太贴心了！”“‘黄昏门

诊’特别便民，不用耽误工作就能看病。”“孩子

睡不着觉，想带孩子看病又怕耽误课程，有了

‘黄昏门诊’，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黄昏门诊’的开设，为大家带来更多就诊时

段选择。”患者如此称赞。

6月16日，市民在上海世界会客厅户外观景平台拍照留
念。当日，位于上海虹口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迎来首个公众
开放日，众多市民前来参观体验。世界会客厅原址是拥有百
年历史的扬子江码头，这一历史风貌建筑群由三栋楼组成，建
筑面积9．9万平方米。自今年7月起，世界会客厅将在每月
最后一周的周六定期向公众开放。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6月，贝宁雨季来临，棉花播种正当时。

在中部城市帕拉库附近的美丽城村，村民多

纳蒂安·埃津找来农具，准备为屋后的农田松

土。自从成为中国援贝宁棉花技术援助项目

示范户后，埃津深切体会到农业机械化带来

的便利。

“中国农业专家带来了棉花机械化种植，

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埃津指着远处自家棉

花地说，“农机设备大大节省了我们家的劳动

时间，这6公顷棉花田很快就能完成播种。”

帕拉库是贝宁重要棉花产区之一，棉花

种植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自2013

年起，中国援贝宁棉花技术援助项目落地该

地区，现已圆满完成第三期工作。十多年来，

中国专家结合贝宁当地情况开展棉花良种选

育、种植技术示范推广、农业人才培训和农机

技术指导等工作，显著提高当地棉花产量和

质量，推动了贝宁棉花种植的现代化进程。

农学家沈志万参与了项目第一期和第三

期工作，亲眼见证了当地棉农生活的巨大变

化。“一期项目开始时，我们项目驻地旁还只

有零星几座土坯茅草房，现在放眼望去，全是

村民新建的砖瓦房。”

埃津家新盖的砖砌平房有5个房间，一

家人生活幸福美满。在被选为示范户后，经

项目组专家指导，埃津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技

术，并借助农业机械提高了种植效率，棉花产

量从每公顷1.2吨逐步提高到2吨。

“同样的农田，我家的棉花长势更好，总

有亲戚朋友来向我打听秘诀。我告诉他们，

这都要感谢中国专家。”埃津说。

阿基卢·阿特斯是美丽城村远近闻名

的棉花种植好手，经常和中国专家一起到

棉田里“把脉开方”。阿特斯 2018 年起开

始为项目组工作，参加了农业机械使用和

棉花种植培训，逐步从仓库管理员升至棉

花生产主管。

阿特斯购置了一台小型拖拉机，并攒钱

准备购买更多农业机械，进一步扩大棉花生

产规模。“我希望从中国专家那里学习更多棉

花种植知识，然后传授给其他村民，帮助他们

提高棉花产量。”

据第三期项目组组长首小勇介绍，自

2021年启动以来，第三期项目共开展22次培

训，接受培训的学员已成为当地推广棉花机

械化种植和科学种植的骨干人才。

“我们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新农具、新设备

和新技术，助力贝宁棉花生产提质升级。”首

小勇表示，希望能将棉花生产机械化推广至

中部其他地区和北部地区，提高贝宁全国的

棉花产量，让更多农民感受到农业机械化带

来的好处，改善他们的生活。

美丽城村村长伊夫·科巴对项目组心怀

感谢：“得益于援助项目，村里很多人都能盖

得起房子、购买摩托车甚至汽车。棉花生产

机械化改变了这里的劳动方式，提高了棉花

产量和我们的生活水平。”

科巴告诉记者，项目启动前，村里棉花种

植户不到100户，后来受中国技术吸引的村

民越来越多，目前美丽城村已有超过300户

家庭从事棉花种植。

多年的相处中，中国专家与村民们结下

了深厚友谊。项目组捐助村里的学校，向当

地儿童赠送学习用品和自行车等。科巴说：

“中国专家让我们美丽城村的生活更加美丽，

希望这个项目能继续下去。”（参与记者：李亚
辉）（新华社科托努6月16日电）

中国技术助推贝宁棉花种植现代化
新华社记者 周楚昀 孙毅

6 月 16 日，中国队球员
吴梦洁（右上）在比赛中扣
球。当日，在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香港站比赛中，中国队
3比0战胜波兰队。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