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原诊断很重要
须针对性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

任王贵强表示，公众感染流感病毒、新

冠病毒等病原体以后，建立的免疫力

并不持久，可能出现反复感染，且这些

病原体之间也没有交叉免疫，不同病

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替感染。从而容

易导致上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继发

细菌感染等。

专家建议，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

状要及时进行病原诊断，明确诊断后

针对性治疗。通过针对性治疗可以有

效缩短病程，降低进一步传播风险、降

低住院和重症风险。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

养护正气是预防呼吸道症状反复发作

的关键。患者在患病期间或康复过程

中，规律的睡眠对于提升正气非常重

要。保持饮食清淡、营养丰富，不吃油

腻辛辣刺激食品，注意防寒保暖。同

时，不要乱用药、乱投医。

呼吸道感染容易诱发或加重老

年人群心血管疾病。对此，专家特

别提醒，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生呼吸

道感染，应积极治疗，对于年龄大于

65岁以上，既往有冠心病、慢性心率

衰竭等病史的患者，不要出现感冒

样症状后选择忍耐，而要积极尽快

到医院就诊。

强化医疗力量配备
优化就诊流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米锋表示，要积极调配医疗资

源，优化就诊流程，保障医疗用品供应。

做好医疗资源储备，确保患者得到及时

有效救治。

王贵强表示，针对不同类型呼吸道

疾病，各级医疗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加强

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治疗。包括增加发

热门诊、感染、呼吸相关科室人力资源，

尽可能开放门诊服务，强化医疗资源整

体配比，减少患者就诊等候时间；高水平

医院对下级医院，包括社区基层医疗机

构进行技术指导和专业支持，鼓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常见呼吸道疾病诊

疗；实行线上挂号，尽量减少就诊人员聚

集，充分发挥互联网诊疗优势；强化病原

体检测，提高抗生素使用针对性，促进规

范合理使用相关药物等。

元旦假期以来，南北互跨旅游吸引

了大量游客，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

科主任王健全建议，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要有比较科学完善的装备，衣服要轻薄

但隔热，能够抵御严寒；开始时尽量选择

低难度赛道或低难度雪道进行滑动；冰

雪运动在寒冷环境中，要注意时间不要

过长，适当休息补充能量。 （据新华社
北京1月14日电记者顾天成、李恒）

乙型流感病毒
占比持续上升

“季节性流感包括甲型H1N1、

甲型H3N2亚型以及乙型流感。”中

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

主任王大燕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

国南方省份近3周乙型流感病毒占

比持续上升至36.8%，北方省份近5

周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至

57.7%，一些省份乙型流感病毒占比

已超过甲型流感病毒。

部分公众关心感染过甲流的患

者是否仍可能感染乙流。对此，王大

燕表示，得了甲流后产生的免疫反

应，对乙流不能提供有效的免疫保

护。即使本次流行季得过甲流，也还

有可能再次感染乙流。目前，流感疫

苗中包含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亚型和乙型流感组分，建议高

风险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监测数据还显示，元旦假期后全

国新冠疫情仍处于较低水平。其中，

哨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保持

在1%以下，新冠病毒JN.1变异株占

比呈现上升趋势。专家研判认为，近

期我国将继续呈现多种呼吸道疾病

交替或共同流行态势，新冠病毒感染

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新冠病毒

JN.1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我国

优势流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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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通过开展居家和社区基

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已累计建成

家庭养老床位23.5万张、为41.8万老年

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在1月14

日召开的 2024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上，一组数据吸引记者注意。

家庭养老床位是什么？

据介绍，家庭养老床位就是把养老

服务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从

而缓解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家庭养老

难题。

在我国，九成以上老年人倾向于居

家养老。但对于一些失能、半失能老人

来说，在家虽有儿女环绕，却少了专业

照护，翻身、吃饭、洗浴等“小事”却是一

家人的“难事”。

另据统计，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有2.8亿人，截至2023年三季度全

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床位820.6 万

张。仅靠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养老床位的诞

生，让老年人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专业

机构的服务，减轻了家人照护负担，缓

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局面。

普及推广还有诸多难题待解

同样是送服务上门，家庭养老床位

与普通的家政服务相比，有什么区别？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

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郑志刚介绍，家庭

养老床位这一服务模式送来的服务由

养老护理员等具有专业资质的服务人

员提供，更符合失能老人需求。老人生

活场所也将进行专门的适老化、智能化

改造。从简单实用的卫生间扶手到科

技感满满的智慧养老服务设备，小小改

造让家的港湾更温暖。

记者了解到，家庭养老床位是“十

三五”时期国家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中产生的创新举措。“十四五”

时期，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开展居家和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拿出

“真金白银”为项目地区符合条件的经

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

庭养老床位，鼓励探索失能老年人居家

养老专业照护模式。

当前，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模式尚属

试点阶段，要进一步普及推广还有诸多

难题待破解。

“原本在一家机构中，一个工作人

员可同时照护两到三名老人，但若要提

供上门服务，就要付出更高的时间成

本。这就需要建立更可持续的发展模

式，提高养老服务机构参与热情。”郑志

刚表示。

此外，如何降低工作人员交通意

外风险、服务纠纷风险、如何确保服

务质量更好维护老年人权益等问题

也急需政府部门和养老服务机构共

同破题。

记者了解到，各地在试点过程中，

结合实际情况，交上了各自“答卷”。

为了点燃养老服务机构参与热情，

四川省眉山市按照每户不高于2500元

的标准，对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经费给予

补助，并对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家庭

照护床位实行“以奖代补”。通过这一

举措，已带动培育数十家养老服务企

业。

为了让老人享受到更实惠的服务，

北京市石景山区将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项目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深度融

合。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老人可在一

定范围内报销70%至80%居家护理服

务费用。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通过完善标准规范，进一步明确家庭

养老床位功能定位、服务内容、服务质

量等，做好风险防控，切实解决居家失

能老人专业照护需求，并推动形成可持

续发展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当前呼吸道病原体流行几何？
公众怎么防？

已建20余万张
家庭养老床位是一张什么“床”？

——国家卫健委回应关切

随着寒假
和春节假期临
近，人群大规
模流动和聚集
可能加速呼吸
道疾病传播风
险。当前全国
季节性流感等
呼吸道病原体
流行情况如
何？公众如何
做好防治？怎
样强化医疗力
量配备？国家
卫生健康委
14 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就
公众关心问题
进行回应。

最高法：
严惩恶意侵权
保障民营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
者罗沙）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最直接、最具体的就是加

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要做实严格保

护，加大对恶意侵权的惩治力度。敢

用、善用惩罚性赔偿，不仅让受害者

权益得以挽回，更要让侵权者付出更

重代价，以严格公正司法树立鲜明导

向。

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14日

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获悉

的。会议指出，知识产权案件前沿

性、交叉性、专业性问题多，新业态

新技术下，相关规范滞后。依法保

护，就要把握法的精神，创造性运用

知识产权法律原则条款、目的条款

等，完善保护规则、实现定分止争，

促进经济社会活动在规范下创新、发

展。

最高法同时提出，围绕防止和纠

正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助力

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监督行政机

关守信践诺、推动行政监管措施审慎

包容透明、善意文明执行等方面，加

大典型案例挖掘，发挥示范和引领作

用，切实让民营企业感受到司法平等

保护的力度和温度，促进增强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