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重阳节

遗失声明
化州市文楼镇宝山村陈田第三

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登记证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N1440982MF197352XP，发证日
期：2019年10月25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坡塘村有

湖塘第一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
证正本，核准号为：J5920004619101，
帐号：44583301040005693，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
名公馆支行，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磊遗失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编号 440901109，

有效期限为2017.09.01-2022.08.3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文遗失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编号 44090119，
有效期限为2017.09.01-2022.08.3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杰遗失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编号 44090106，

有效期限为2018.07.01-2023.06.3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 明 汉 遗 失 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公 务 证 ，编 号
44090116，有效期限为 2018.07.01-2023.06.30，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黄 文 胜 遗 失 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公 务 证 ，编 号

44090121，有效期限为 2018.07.01-2023.06.30，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朱 日 华 遗 失 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公 务 证 ，编 号

44090128，有效期限为 2018.07.01-2023.06.30，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罗瑜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号：443222091036,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运太遗失计星物流建材广场 F4 区 010 号铺位
的商铺押金收据，证号:7223369，商铺押金金额:10600
元，水电押金金额:200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粤茂滨渔 42338 船，船主何晋贤（身份证号

码：440923199412090556）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捕
捞 许 可 证 ，证 书 编 号 ：（粤 茂 滨）船 捕（2019）
HY-100031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莫崇宝遗失辅警证,证号:41054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深镇镇旺务坡一村潘运遗失《高州市农村

集体经济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权证》，证

号:N1440981MF5225772L-001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兴传遗失万福名雅城一期小区购买21-2501房

预交款收据一张,编号: 6001015,金额:5000 元，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梁 女 于 2024 年 9 月 1 日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44092219591215722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羽煊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号:201744002832，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馨蘭理发店遗失卫生许

可证，证号：粤卫公证字 [2021]第
0982C01001号，现声明作废。

2024年10月11日

遗失声明
高州市石鼓镇大治堂村油桁经济

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N1440981MF35504836，现声明作废。

2024年10月11日

张子帆，男，出生日期:

2017年10月28日，于2017年

10月28日在广东省化州市河

东车站门口被捡养，请张子

帆亲生父母及其亲属见公告

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领，联

系电话：15712121486。

公告人:钟金连 张培生

2024年10月8日

寻亲公告寻亲公告
李俊杰，男，出生日期:2016年 6月 23日，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在广东省化州市官桥镇被捡养，请李俊

杰亲生父母及其亲属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

领，联系电话:13715261289。
公告人：李新超 何容珍

2024年9月27日

寻亲公告
李俊城，男，出生日期:2016年 9月 24日，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在广东省化州市官桥镇官桥圩被捡养，

请李俊城亲生父母及其亲属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

来认领，联系电话:18022811408。
公告人：李仁生 兰代梅

2024年9月27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那霍镇谢观村塘

边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登记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1440923MF51997031，现声明作废。

202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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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儿科分得那么细，有没有专
门为老年人健康服务的医院科室？”老年
医学科，令不少人觉得陌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8 部门 2019年发
文明确，有条件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
院要开设老年医学科。近年来，多地加
快建设这一学科。

老年医学科缘何重要？如何推动老
年医学科快速发展，让更多老年人老有
所医、医有所靠？

老年医学科快速发展

在山西省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
病科病房，护士长刘家蓓正在为 94 岁的
杨家鸾老人做骶尾部的皮肤伤口护理。
家属谷女士说，不久前老人摔倒骨折，做
手术后住进了老年病科。

“老人年纪大了，隔三岔五就有些小
毛病。在这里不需要在科室间跑来跑
去，很多检查在床边就做了，很方便。”谷
女士说，老年褥疮的处理、骨科康复治疗
等，都能在这里完成。

老年医学科具体是什么科室，可以
诊断和治疗哪些疾病？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老年
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老年医
学科主要收治患老年综合征、共病以及
其他急、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
任医师袁益明介绍，老年医学科是集老
年临床、老年预防保健、老年康复为一体
的特色专科，从心血管疾病到阿尔兹海
默症，从睡眠障碍到营养不良……针对
多种老年综合征进行临床诊疗护理、预
防指导及安全预防。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已接近 3 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20%。由于人均寿命延长，老年周期也随
之拉长，老年医学科需求旺盛。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显示，
中国 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以
上慢性病。除自身疾病外，随着年龄增
长、身体功能下降，也会有诸多症状，但
易被专科医生、患者、家属误认为是衰老

的自然现象，无法及时救治。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山西医

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原主任刘学军
认为，目前许多医院的疾病诊治是以单
个器官或系统为中心的专科模式，老年
患者辗转多个专科就诊，加剧看病难和
看病贵问题。

“老年医学科具有全科型、综合性的
特点，可以让多病共存的老年患者得到
全科综合诊治，以及身心一体的照护。”
刘学军说。

近年来，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不
断完善。利好政策推动下，老年医学科
迎来快速增长。“以我们科室为例，我的
门诊一个月就诊超过 300 人次。”袁益明
介绍，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老年医学科
之一，该院老年医学中心目前有约300张
床位，几乎没有空闲时，去年科室住院量
约4000人次。

发展面临哪些瓶颈？

当前，老年医学科发展仍面临一些
瓶颈。

多地老年医学科医生坦言，一些老
年患者的传统就诊观念还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老年患者经常是在专科挂号

解决不了问题，或不知道挂哪个科时，最
后才挂老年医学科。

“与专科医生相比，一些患者对老年
医学科医生信任不足。比如，老年医学
科医生一般不建议老年患者同时吃多种
药，但患者未必认可，因为这些药是不同
专科医生建议服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
第三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黄丽红说。

有专家表示，一些二级及以上医院
并未设置独立建制的老年医学科，存在
挂靠于中医科、康复科、心血管科、神经
科等科室的现象。

目前，一些基层医院引进老年医学
人才仍存难题。

一方面，是因为老年医学科的工作
较为综合，对医生全科能力要求较高。

“老年病有几大特点：多病共存、多重用
药、病情隐匿、主诉不明确、症状不典型，
对诊断治疗护理都有更高要求。”太原市
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李旭红说。
但另一方面，老年医学科医生的收入相
对较低，发展空间仍存局限。

记者采访了解到，老年医学科患者
普遍年龄较大、病情更复杂、住院天数更
长，平均住院一般在10天左右，高于其他
科室的平均3至5天。

有一线医生坦言，以一位有8种疾病
的 95 岁高龄老人为例，如果仅住院三五
天就出院，无法全面掌握患者情况。但
医院要应对平均住院日、床位周转率等
多个考核指标，易压床、超指标、超费用、
病情疑难复杂的老年患者，可能会让一
些医院感到为难。

“目前医保实施单病种打包付费，但
来我们科室住院治疗的老年病人往往有
多种疾病。比如一位老人患有三种疾
病，而医保只能按一个病种付费，这和老
年医学的整体诊疗理念是不匹配的。发
展老年医学科，仍需具体政策、专项资金
等方面的支持。”一名业内人士坦言。

完善评价体系，加强人才培养

多位业内人士呼吁，发展老年医学
科，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评价体系、人才
培养模式。

在袁益明等业内人士看来，单病种
管理的常规路径不适用于多病并存的老
年人，应建立与老年医学科发展相适应
的医疗评价体系；同时，鼓励医疗机构打
造老年医学多学科协作团队，建立“以患
者为中心”的多病共治模式。

黄丽红等专家建议，老年医学科建设
应当有标准规范的设计，并建立督导制
度；制定一套老年病的评估机制和管理流
程、方案，规范老年患者临床诊疗，合理管
理用药，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

多位专家呼吁，应贯通老年医学本
科、研究生培养和继续教育，将老年医学
知识纳入医学教育课程体系；支持老年
医学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增
设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基地，更好满足人
才培训的实际需要。

“希望能对照儿科医生的政策，加大
对老年医学科医生的政策支持力度，如
在收入分配、职称评定等方面，完善相应
激励措施，吸引更多人留在老年医学
科。”吉林一名老年医学科医生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董小红、赵
丹丹、马晓媛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如何推动老年医学科加速发展，
让更多人老有所医？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以色列防长加兰特 9 日视察军队
并发表讲话说，以色列将以“致命、精准、令人惊
讶”的方式对伊朗发动报复打击。美以领导人
同日就以色列报复伊朗计划进行讨论。中东局
势持续升温之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9 日访问
沙特阿拉伯，寻求地区国家支持。

当地时间 1 日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大规
模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此前一系列袭击暗杀
行动。以色列方面已多次誓言报复。以色列
防长加兰特 9 日在视察军队时说，以色列对伊
朗的报复将“致命、精准、令人惊讶”，“他们不
会明白发生了什么或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会看
到结果”。

近日，一些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在确定
报复计划后会通报美国总统拜登，而美方则不
希望以色列打击伊朗油田等战略目标。在此
背景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9 日与拜登通电话
引发高度关注。据白宫当天发布的通话纪要，
两人主要讨论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及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等。白宫发言人
在记者会上表示，两人还就以色列报复伊朗计
划进行了讨论，交谈“直接”而“富有成果”，通
话持续约半小时。

紧张局势下，伊朗方面持续开展外交行
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4 日起接连出访黎巴
嫩、叙利亚等国，并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
通电话。9 日，阿拉格齐访问沙特，并在社交
媒体上陆续发布 3 条贴文，表示他当天会见了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沙特外交大臣费
萨尔，希望“协调地区国家、通过外交努力，阻
止以色列的种族屠杀和侵略”。沙特通讯社也
做了简要报道，表示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首
都利雅得会见了到访的阿拉格齐，双方“回顾
了两国关系、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以及双方为
此作出的努力”。

另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
队当地时间 10 日凌晨打击了叙利亚中部霍姆
斯省一处工业区的汽车装备厂和哈马省一个军
事地点，“仅造成物质损失”。以色列军方 8 日
发射 3 枚导弹，击中大马士革西部迈宰区一栋
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 7名平民死
亡、11人受伤。

以色列防长“三个词”
谈报复伊朗
伊朗外长访问沙特寻求支持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徐壮）今年
是我国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20周年。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10
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非遗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本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将以“保护传承
守正创新”为主题，全面展现 20 年来中国非遗
保护的实践成果。

“通过 20 年的实践，我国已形成既符合中
国国情、又与国际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
护体系。”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
长胡雁表示，本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坚持专业性、
创新性、体验性、群众性，以专业的知识、丰富的
内容、新颖的展陈，打造非遗展示新空间、新场
景，着力提升品牌化、市场化、年轻化水平。

展现非遗连接现代生活之美，让非遗“活”
起来；展现非遗传承青年力量之美，让非遗“火”
起来；展现非遗与新技术结合之美，让非遗“潮”
起来，是本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的三大特点。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广锋说，
博览会将充分展示“非遗·非常美”理念，努力让

“人民的非遗 文化的瑰宝”“非遗助力美好生
活”“探索中国非遗 对话千年文明”成为到场观
众共识。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显世介
绍，山东非遗展区分为“河和之契”“四海昇平”
两个板块，并设置济南专区，展示山东省推动非
遗融入现代生活、服务重大战略的保护成果。

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由文化
和旅游部主办，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济南市人
民政府承办，将于 10 月 17 日至 21 日在山东省
济南市举办。

第八届中国非遗博览会
将全面展现 20 年来
中国非遗保护实践成果

这是一项跨世纪的调水工程——论
证半个世纪，21世纪初开工建设，2014年
12月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跨
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东、
中线一期工程干线长达2899公里。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事关
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
祉”的南水北调工程。

统计显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已累计调水 753 亿立方米，为沿线 40
多座大中城市、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

世界最大调水工程问世

南水北调工程——旨在破解我国水
资源“北缺南丰”问题的超级工程，缘起
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1952 年，毛泽东
主席视察黄河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
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从宏伟构想提出，到 2002 年国务院
正式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并动
工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论证工作历经
半个世纪，最后形成东、中、西三条调水
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构建

“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
源配置格局。

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规
模最大的泵站群、超大型渡槽、大口径输
水隧洞……数十万建设者持续奋战，攻
克一个个技术难关。 2013 年 11 月和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分别建成通水。东线从扬州抽引长江
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与之平行的河道
逐级提水北上；中线从丹江口水库陶岔
渠首闸引水入渠自流抵达北京、天津，向
沿线豫、冀、津、京供水。

作为世界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
调工程正在重塑我国水资源分配格局。

1.85亿人直接受益

“以前的水苦咸，现在的南水甘甜。”
来到黑龙港流域的河北省邯郸、邢台、衡
水、沧州等地采访，记者时常听到当地百
姓为南水叫好。

黑龙港流域是黄淮海平原盐渍危害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下水苦咸、高氟。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支撑地方实施生
活水源置换，助力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

告别了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
“通水将近10年，南水北调中线供水

水质稳定在地表水水质Ⅱ类以上，沿线
人民从‘有水吃’向‘吃好水’转变。”中国
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志禹
说。

目前，南水北调工程为 1.85 亿人提
供稳定水源。南水已占北京城区供水的
70%以上，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几乎全部为
南水，河南省 10 余个省辖市用上南水。
南水已由原来规划的补充水源跃升为多
个城市的重要水源，推动当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

在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
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有力促进河
湖生态环境复苏。

水利部南水北调司副司长袁其田表
示，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助力沿线50
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永定河、滹沱河、大
清河等实现全线贯通。华北地区自20世
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的
趋势得到根本扭转，初步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东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向京杭
大运河补水，连续3年助力京杭大运河全
线水流贯通。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近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
程输水隧洞8号平洞施工现场，工程首台
硬岩掘进机“江汉先锋号”开始组装，组
装完成后将承担引水隧洞主体工程掘进

任务。
孙志禹表示，2022年7月开工的引江

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
工项目。工程从长江三峡库区引水至汉
江丹江口水库下游安乐河口，输水线路
总长 194.7 公里。工程建成后将联通南
水北调工程与三峡工程，进一步打通长
江向北方输水通道。

2021 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
大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2023年5月发布的《国家水网建设规
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国家水
网总体格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逐步建成，省市县水网基本完善，构建与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
水安全保障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国家水网建设加快
推进，全面增强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供
水保障能力和战略储备能力。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
质量发展，加快推进西线工程、东线后
续工程前期工作，高质量建设中线引
江补汉工程，加快实施防洪安全风险
隐患处理，加快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
和大动脉。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魏弘毅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南水北调的世纪答卷
——世界最大调水工程改变中国供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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