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张亚娜 庄
世锋） 4 月 26 日是第九个全国疟疾宣传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消除疟疾： 谨防境外
输入再传播”。 为提高公众防治疟疾意识，
湖南省卫健委、 长沙海关等部门联合在长沙
举办大型宣传活动， 约 200 余名即将赴境外
工作的劳务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处处长陶学
永介绍， 湖南在疟疾防治的历程上， 经历了
试点推进、 全面防治、 基本消除、 巩固成
果、 全面消除五个阶段。 至 2002 年， 湖南
省所有县市区达到基本消除疟疾标准。 2011
年至今已连续 9 年实现了无疟疾本土病例报
告。 但随着出入境旅游、 跨国贸易、 援外工
程等迅速发展， 大量出入境人员面临在境外
疟疾流行区感染疟疾的风险， 也给国内防控
疟疾带来严峻挑战。 当前的工作重点是通过
加强边境疟疾防控和输入性疟疾防控等， 确
保到 2020 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目标。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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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 衡阳市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异” 不容
迟， “救” 要行动———千人急救操表演， 正式启动全
市急救知识和健康技能的全民宣教活动。 据衡阳市卫
健委党委书记、 主任刘英介绍， 衡阳市高度重视急救
及应急宣传工作， 先后建立市、 县两级卫生应急队伍
51 支， 每年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和培训 50 余场次， 培训
群众近 4万人。 通讯员 胡雅萍 蔡斌 摄影报道

衡阳千人同跳急救操

������本报讯 （胡辛文） 湖南省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劳模和优秀工匠大会于 4
月 28日在长沙召开。 会上湖南卫生健康系统
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表彰。 名单如下：

一、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马壮 株洲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
聂贤丽 （女， 土家族） 慈利县人民医院

人力资源部主任
二、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何秀波 （土家族） 长沙市第四医院超声

诊断科副主任
柏太柱 衡阳市中心医院医务科长、 大内

科主任、 心内科主任
钟金盆（女） 湘潭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孙炜 新邵县中医医院 （邵阳正骨医院）

业务副院长
姚玲 （女）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

任医师
彭丽秀 （女）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

科教研室主任兼妇科副主任
蒋朝阳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
三、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先进单位
永州市中心医院
四、 湖南省工人先锋号先进集体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三区
湘潭市中心医院头颈外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湖南省儿童医院护理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肾病内科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据新华社消息 （王忻） 4 月
28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13
部门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 ， 通
报联合整治 “保健 ” 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有关情况 。 据介绍 ，
“百日行动” 自 1 月 8 日开展以
来 ， 全国共立案 21152 件 ， 案
值 130.02 亿元 ， 结案 9505 件 ，
罚没款 6.64 亿元。 受理消费者

投诉举报 4.4 万次， 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1.23 亿元。 市场监
管总局先后 5 次曝光了 100 个
典型案例 。 经过 100 天的联合
整治， “保健 ” 市场乱象得到
有效遏制，

联合工作组办公室主任 、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 各级民政部门重

点对养老服务领域进行了排查
整治， 对全国所有养老机构和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了全面
排查， 严禁借养老服务名义或
利用养老服务场所进行 “保健”
产品虚假宣传 、 违规销售等扰
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 普遍提高
了老年人对 “保健 ” 产品虚假
宣传的辨别能力。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五一
放假通知， 本报 5 月 2 日休刊，
祝广大读者节日快乐！

本报编辑部

启 事

������本报讯 (冷昊阳) 4 月 29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新闻发布
会， 介绍 2018 年儿童青少年近
视调查结果和近视防控工作措
施。 据介绍， 2018 年， 全国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 近
视防控任务非常艰巨。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张
勇介绍， 2018 年下半年， 国家卫
生健康委会同教育部、 民政部组
织开展了 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
年近视调查工作。 本次调查共覆
盖了全国 1033 所幼儿园 3810 所
中小学校， 总筛查 111.74 万人。
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发病形势严峻 。 2018
年，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 53.6% ， 其 中 6 岁 儿 童 为
14.5%， 小学生为 36%， 初中生
为 71.6%， 高中生为 81%， 近视
防控任务非常艰巨。

此外， 低年龄段近视比较突

出，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近视率
随着年级的升高快速增长。 小学
阶段从 1 年级 15.7%增长到 6 年
级的 59%； 初中阶段从初一年级
的 64.9%增长到初三年级的 77%。
小学和初中阶段是中国近视防控
的重点阶段。

张勇还介绍， 高度近视问题
不容忽视 。 高三年级高度近视
(近视度数超过 600 度)， 在近视
总数中占比达到 21.9%， 由于高
度近视是致盲性眼病之一， 会导
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应该引
起高度警惕和重视。

另据监测发现， 中国学生近
视相关危害因素广泛存在 。 比
如， 67%的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
间不足 2 小时， 29%的学生
不足 1 个小时， 73%的学生
每天睡眠时间不达标， 课
后作业时间和持续近距离
用眼时间过长， 不科学使

用电子产品等不良用眼行为普遍
存在。 以上这些因素对近视高发
起到了主要作用， 是导致中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
影响因素。

张勇表示， 下一步， 国家卫
健委将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更
有针对性地开展近视干预工作，
以高发地区和低年龄段学生为重
点， 以增加日间户外活动， 科学
使用电子产品、 合理安排学业任
务等为主要措施， 指导学校和家
长， 对学生实施有针对性的近视
综合干预；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近
视医疗服务， 强化近视筛查和早
期发现， 提高近视矫正医疗服务
水平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

青少年近视率超五成 防控形势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