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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者熊
丰、任沁沁）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
义25日在京表示，不久前，唐山烧烤店打
人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公安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派出工
作组，并从全国抽调专家赴一线指导案件
侦办，目前案件侦办进展顺利，具体情况

会向社会公布。“我们充分理解全社会对
案件侦办工作的高度关注，也正因如此，
专案组对涉及的每一条违法犯罪线索均
全力以赴开展侦查调查，务求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请大家相信公安机关一定会
彻底查清全案，依法严惩犯罪。”

当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

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公
安机关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成
效。刘忠义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公
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依法严厉打击整
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截至
目前，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中，刑侦部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9
万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2万起，有力
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我们坚持依法严打方针，既要快破
大案，也要多破小案，既要打出声威，也
要治出成效，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到安全
触手可及、保障就在身边。”刘忠义说。

公安部回应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专案组对每条线索全力以赴开展侦查

14岁的童童还在成都读初中，最
近却有了一个“小糖人”的身份。“孩
子平时喜欢吃肉，长得比较胖，没想
到这么小得了糖尿病。”童童的妈妈
李女士带着孩子在医院检查发现，童
童的各项身体指标都显示是 2 型糖
尿病患者。

长期以来，糖尿病、高血压、脑
卒中等疾病被认为是“老年病”，患
病群体以老年患者居多。然而，“新
华视点”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一些二
三十岁甚至十几岁的年轻人也患上
了“老年病”。

“老年病”年轻患者增多

记者近期在四川多家医院相关
“老年病”科室走访发现，看病的不少
是年轻人。多位一线医生说，糖尿
病、高血压等过去被视为“老年病”，
现在确诊患者越来越年轻化。

“门诊发现年轻的‘糖人’越来越
多了，不少年轻人血糖都偏高。”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副
主任李华琦告诉记者，近年来，该科
室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不少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也患上了糖
尿病。

21 岁的小陈在成都一家互联网
公司工作，最近总感觉头晕乏力，以
为是工作较累休息不够，到医院检查
被告知已经是个“糖人”，空腹血糖严
重超标，需要立即吃药干预。

“平时很喜欢吃甜食，经常喝奶
茶，有时候一天好几杯。总觉得年轻
身体好，没想到居然得了糖尿病。”小
陈说。

记者调研发现，除了糖尿病以
外，高血压、脑卒中等传统的“老年
病”也“盯”上了年轻人。不少医院
的临床数据显示，在过去 30年里，高
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等通常被
认为是“老年病”的疾病，初发年龄
持续下降。

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
员会组织专家编写的《中国脑卒中
防治报告（2020）》中，2012 至 2016
年“国家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
预项目”数据显示，40 岁及以上脑
卒中患者首次发病的平均年龄为
60.9 至 63.4 岁，首次发病年龄构成
中，40 至 64 岁年龄段占比已经超过
66%。该报告还指出，发达国家脑卒
中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在 75 岁左右。
从总体上看，我国脑卒中发病呈现年
轻化趋势。

“临床上看，这几年二三十岁的
年轻脑卒中患者增多了。其中甚至
不乏 18岁以下的青少年。”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柳华说。

国家心脑血管病联盟发布的《中
国中青年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显
示，我国大约每 6个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及高风险者中，就有一个是“90
后”。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
科代理主任张震则表示，曾经见到20
多岁就发生心梗的患者。

三重原因致“老年病”年轻化

为何“老年病”的年轻化趋势日
益凸显？

——年轻人不良生活方式的
“催化”。

李华琦、柳华、张震等专家告诉
记者，现在，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
大，很多“老年病”的年轻患者，有一
些不良生活习惯。例如，熬夜、久坐、
吃外卖、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酗酒
等。除了易感基因的遗传之外，很多
年轻患者确诊“老年病”，都是由于这
些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

此外，一些医生告诉记者，部分
年轻人一边酗酒抽烟、大吃大喝不顾
及身体，另一边却按“偏方”乱吃药，
加速了疾病的发展进程。

——知晓率低、检查率低、治疗
率低。

以糖尿病为例，全国流行病学数
据显示，目前中国糖尿病患者的知晓
率在 30%左右，诊断出患有糖尿病之
后，患者的治疗率为 26%左右，而采
取降糖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中控制率
能达标也仅为 40%左右。加强糖尿
病患者的管理，还有很大的空间。

2019年发布的《中国中青年心脑
血管健康白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
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趋势明显，

64.4%的人并未接受过医学治疗。
——年轻人营养健康意识淡薄。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青少年喜欢

购买各种“垃圾食品”，有的家长采取
放任的态度，认为只要吃了不生病就
没多大关系。多位医生表示，这种行
为将给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埋下隐患。

加强提前干预管理

避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老
年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专家
呼吁，加强健康营养知识的普及，提
升“老年病”在年轻人中的知晓率，让
更多人了解和掌握常见“老年病”的
预防措施。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
出，要构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心脑血管等临床医学数据示范
中心。专家呼吁，要加快建设心脑血
管、糖尿病、脑卒中等“老年病”的临
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加强国家层面
的年轻人健康风险干预管理。 专家
表示，风险预测模型在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老年病”预防中能起到重
要的作用，可加快对年轻人、老年人
等不同风险人群制定不同的干预管
理方案。

当前互联网医疗平台的融合应
用，有利于加强糖尿病、高血压、心脑
血管疾病等“老年病”的健康管理。

张震等专家认为，糖尿病、高
血压、脑卒中等“老年病”的管理，
是随着病程进展不断进行调整的
长期过程。随着医疗信息互联互
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融入，“互
联网+医疗”更符合年轻患者的看病
习惯。

新华社成都7月25日电

金星伴月27日
现身天宇

新华社天津7月 25日电
（记者周润健）除太阳外，通常
情况下，月球和金星的亮度是
整个天空中排名第二位和第三
位的自然天体。当两者相合或
相伴，星光与月光交织在一起
时，如梦似幻，宛若童话。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7 月
27 日凌晨，明亮的金星将与极
细的残月形影相随，竞放光芒，
在朦胧天色中格外醒目，成为
天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届时
如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
公众可在天亮前朝东方偏北的
低空方向进行观测，肉眼清晰
可见这幕美丽的“星月童话”。

按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
序，金星是第二颗围绕太阳转
动的行星，紧邻地球。我国古
代称其为“太白”，当它早晨出
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或

“晨星”；当它黄昏出现时，人们
称它为“长庚星”或“昏星”。金
星亮度最亮时可达-4.9等。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由
于金星总在太阳附近出现，每
到农历月末月初，月球与太阳
的角距离较近，在日出前或日
落后，经常会出现金星伴残月
（或蛾眉月）的天文景观。

7 月的金星仍为“晨星”，
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亮
度为-3.8 等，非常醒目。7 月
26日22时金星合月，不过此时
两者皆在地平面以下而不得
见；27日日出前2个小时左右，
金星和月球双双升出地平线，
月球在左，金星在右，两者相距
约4.5度。

“7 月 27 日是农历六月二
十九，月球是一弯极细的月牙，
被照亮的部分仅有 3.3%，刚升
出地面时可能还不如明亮的金
星容易看到。一个好办法是，
可以先找到明亮的金星，然后
在它的左边寻找月球。找到月
球后，公众仔细观察会发现，除
了被照亮的月牙部分外，其余
部分也不是全黑的，能够看到
非常暗的光芒，这是被地球微
光照射到的月面，隐约显现出
圆月的轮廓，从而形成‘新月抱
旧月’现象。”杨婧说。

警惕部分“老年病”年轻化现象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董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