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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熊丰）
记者1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警方

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首次

在缅北木姐地区开展联合打击行动，成功

抓获807名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

罪嫌疑人。其中，缅甸籍犯罪嫌疑人455

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352名。按照双方

协定，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已于3月31日

全部移交我方，缅甸籍犯罪嫌疑人由缅方

打击处理。此次行动是中缅警方开展警

务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战果。

去年以来，针对缅北涉我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严峻形势，公安部持续深化与

缅甸执法部门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联

合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行动，累计4.8万名

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缅

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明显好

转。但缅北木姐地区仍有部分诈骗集团

心存侥幸、顶风作案，甚至武装参诈护

诈，性质恶劣、危害严重。为坚决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全面清

除木姐地区诈骗窝点，公安部与缅甸警

察总部开展多轮会谈磋商，达成一致意

见，决定开展联合打击行动。

近日，根据我公安机关提供的诈骗

窝点和相关人员线索，缅甸警察总部派

员赴缅北木姐地区，组织指挥当地执法

力量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抓获中国籍涉

诈犯罪嫌疑人 352 名，其中幕后“金

主”、组织头目和骨干21名，在逃犯罪

嫌疑人51名，现场缴获一大批电脑、手

机、诈骗话术脚本等作案工具。目前，

全部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及涉案证据物品

已通过云南瑞丽边境口岸顺利移交我

方，公安部已部署安徽、江苏等地公安

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有序押回，全力开展

案件侦办工作。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已成为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加强

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是大势所趋。中国警

方将继续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警务

执法合作，持续深入开展联合打击行动，

坚决铲除诈骗窝点，依法缉捕涉诈人员，

坚决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

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

安机关正告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境外并非

法外之地，要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尽快回

国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2024年4月2日，是第十七个世界提

高孤独症意识日。我国以“全生涯服务

全方位关爱”为口号，呼吁社会各方关注

孤独症群体。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学界

对孤独症研究给出新认知，学校对孤独症

儿童教育有新探索，社会对孤独症群体的

理解包容有新变化。

认知在刷新

“在全球领域，过去对孤独症儿童的

干预，往往着力于让他们成为普通人，适

应为普通人打造的社会环境，我们应该认

识到，世界应该为每个不同的群体创造适

合他们成长的环境。”孤独症领域国际知

名学者、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洛朗·

莫顿2023年11月在广东省孤独症康复

教育协会年会上说，应以孤独症个体的优

势为本位，教学技术和干预目标必须与孤

独症个体的兴趣和优势相契合，而非仅仅

依照普通儿童的通用模式。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呼吁从诊

断、干预、就业等方面重新认识“星星的孩

子”。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于洛迪表

示，孤独症群体有其特有的神经生物学基

础，他们的认知、学习和社交模式与普通

人群有所不同。

广东省孤独症康复教育协会会长樊

越波表示，对于孤独症群体要用尊重的态

度了解和接纳。这个群体的能力被低估

了，他们在社交上的困难影响了社会对其

能力的判断，其中部分人在记忆、数学、计

算机、美术、音乐等方面有独到的能力。

她建议，为孤独症群体“量身定做”岗位，

帮助他们充分发挥出潜能。

教育在深化

长春市第五十二中学小学部的孤独

症学生小杜，二年级刚入校时无法适应学

校生活。为了建立在学校的生活规律和

习惯，学校将他安排在110平方米的资源

教室上课。这里装饰得五颜六色，有各种

感统设施和游戏教具，由受过特殊教育专

门培训的教师姜丽丽一对一给他上课。

在姜丽丽的耐心教导下，小杜变得不再容

易冲动，并将兴趣爱好转移到手工制作上

面。从参与班级的美术课、体育课开始，

小杜渐渐融入班级，三年级时，他回到班

级和同学们一起上课。

在宽松包容理解的环境下，小杜一天

天在进步，过去说话吐字不清，现在能够

拿着一束鲜花完整地朗诵一首诗歌。

在广州市黄埔区会元学校，融合教育

是学校的发展特色之一。学校除了为包

括孤独症儿童在内的特需孩子提供资源

教室等教育资源外，还有医疗团队、驻校

社工为老师、家庭提供专业指导，“医—校

—社” 融合教育平台已经形成。

校长王健萍说，在这个平台下，医疗

主要提供专业指导，包括对特需儿童的评

估和康复指导；学校主要整合各方资源，

在校内及时联系医疗指导、提供相应的课

程帮助，给予家长资源支持；“社”则包括

社区、社工和社会资源，让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共同促进特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记者采访发现，在特殊教育学校，孤

独症儿童占比往往是最大的。深圳市南

山区龙苑学校是区内第一所九年一贯制

公办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孤独症谱系学生

占比达80%。为帮助孤独症学生改进沟

通交往方面的核心障碍，学校打造了“沟

通与交往”的精品课程；为提升孤独症谱

系障碍儿童的生命安全技能，学校还借助

虚拟现实技术创新教学模式。

社会在行动

每个周末，在广州市少年宫，包括孤

独症儿童在内的特需孩子与普通孩子一

起，在艺术的海洋里徜徉。他们有的拿起

画笔，有的弹奏乐器，有的参演戏剧，眼里

同样透出自信的光。

广州市少年宫自1998年开办全国第

一个“特殊儿童美术实验班”以来，为市内

特殊儿童、困境儿童等提供超过2.4万个

融合教育免费公益学位，并成立“雨后彩

虹”融合艺术团，以文艺展演和艺术展览

等方式，倡导特殊群体和社会大众的融

合。如今，每周有超过2000人次的特殊

少年儿童来到广州市少年宫，学习音乐、

绘画、舞蹈和戏剧等40多门艺术课程。

透过这扇窗口，更多的人关注并接纳

孤独症儿童。一名小学生家长王女士告诉

记者，她特意让孩子报名参加有特殊小朋

友加入的活动，让孩子从小就知道社会是

多元的，每个生命个体都值得被爱被尊重。

一些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也在为孤

独症群体融入社会提供帮助。广东慧灵

庇护工场为孤独症群体提供就业帮扶，如

开办艺术工坊，教包括孤独症在内的心智

障碍学员画画、串珠、陶艺、纸艺等，助力

他们掌握一些职业技能。

“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极度专注，

工作质量很高。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得到

不少企业的认可，我们获得了长期订单，

比如环保袋、贺卡、陶艺等手工艺品非常

受欢迎。”广东慧灵创始人孟维娜说。

（据新华社广州4月1日电 记者郑天
虹、王浩明、李双溪、孟含琪）

关注世界孤独症日

352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

我们的改变，他们的成长
——看见“星星的孩子”的光芒

硫酸阿托品
是“近视神药”？
专家提示使用需谨慎

近日，一款新获批的低浓度

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引发关注，甚

至被一些网友称为“近视神

药”。眼科专家提示，硫酸阿托

品滴眼液使用需谨慎，要在医生

指导下科学使用。

“硫酸阿托品本身并非新

药，而是一种很常见的‘老’

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

副教授魏欣介绍，硫酸阿托品可

以使眼睛内的睫状肌松弛，同时

散大瞳孔，常用于眼科散瞳验

光。

而此次获批的滴眼液则为浓

度0.01%的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

眼液。根据其官方说明，该滴眼

液可用于延缓球镜度数为-1.00D

至-4.00D （散光≤1.50D、屈光

参差≤1.50D）的6至12岁儿童的

近视进展。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易军晖表示，目前硫酸

阿托品滴眼液延缓近视进展的机

制还不完全清晰，根据现有研究

及动物实验，可能是通过刺激多

巴胺分泌和增加脉络膜血供实现

的。当多巴胺水平增高，眼轴增

长会相对变慢，从而起到延缓近

视发展的作用。

“硫酸阿托品的不良反应跟

浓度有关系，浓度越低，眼部和

全身不良反应越小。”易军晖

说，虽然低浓度硫酸阿托品的副

作用降低了，但不代表完全没有

副作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

医师李海丽介绍，研究显示，低

浓度的硫酸阿托品滴眼液虽能一

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发展，但并不

能“逆转近视”，并非“近视神

药”。

李海丽提醒，低浓度硫酸阿

托品滴眼液需在医生指导下科学

使用，同时需要监控用药后不良

反应及安全性。没有近视的孩子

不建议使用硫酸阿托品滴眼液预

防近视，建议通过保持良好用眼

习惯、增加日间户外活动等方法

预防近视。

（据新华社记者徐鹏航、帅才）

关爱。新华社发勾建山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