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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

部、应急管理部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以

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行动方案》，目标到2025年完成重点国

家标准制修订294项，有力支撑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行动方案提出实施标准提升行动，

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强化标准比

对、优化体系建设，加快制修订节能降

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围

绕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回收循

环利用三方面布置标准提升工作任务：

一是加快提升能耗能效标准，持续完

善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低碳技术标准攻

关，提升设备技术标准水平，筑牢安全生

产标准底线。今明两年完成重点国家标

准制修订113项，持续引领设备更新。

二是推动汽车标准转型升级，加快

家电标准更新，强化家居产品标准引领，

加大新兴消费标准供给。今明两年完成

重点国家标准制修订115项，有效促进消

费品以旧换新。

三是推进绿色设计标准建设，健全

二手产品交易标准，提升废旧产品回收

利用标准，完善再生材料质量和使用标

准，加大回收循环利用标准供给。今明

两年完成重点国家标准制修订66项，有

力推动产业循环畅通。

行动方案明确了相关保障措施，提

出要推动标准和政策统筹布局、协同实

施。大力推进绿色产品、高端品质认

证。建立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强

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配套出台一批

“新三样”中国标准外文版，推动我国优

势技术、产品、服务走出去。同时加强监

督检查，监测评估标准实施成效和问题。

“猫咪打不起精神，可以吃点白加黑

吗？”“我将人用药剂量用体重换算给狗用可

以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庭开始

饲养宠物。用于宠物的药品，在保障宠物健

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宠物用药可分为兽

用药、人用药和宠物专用药。尽管法律法规

禁止人药兽用，但因为现实原因，生活中仍

存在人药兽用问题。为找到对策，需从产生

人药兽用的原因入手，主要有三点：

（一）缺乏系统诊断思维

有些主人看到宠物出现症状，不经检查

盲目诊断，仅凭经验用药。宠物讨论群里总

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士给病宠主人出谋划

策：别去医院了，我家宠物上次也这样，吃家

里人用的XX药就好了。宠物主人结合自身

感受，带着主观臆断诊治，最后的结果只能

是宠物病情越来越重，可用的药越来越少。

（二）没有种属差异认识

动物致病机理与人类似，但因种属差

异，生理结构仍有区别，比如用于药物代谢

的肝药酶数量和种类都与人类不同，大家

熟知的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种常见的解

热镇痛药，因其安全性常用于儿童缓解发

热和疼痛症状。但猫因为缺乏人体内的葡

萄糖醛酸酶，造成药物代谢渠道单一，对该

药的代谢产物极为敏感，剂量低至10mg/

kg时即可出现毒性反应，出现呼吸窘迫、

水肿、呕吐甚至死亡。所以猫应慎用对乙

酰氨基酚，可选用安全性更好的动物专用

药氟尼辛葡甲胺。

（三）错误选择用药方法

阿莫西林作为一种广谱的青霉素类人

兽共用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疗细菌引起的呼

吸道感染、细菌性皮炎等。阿莫西林属于时

间依赖性抗菌药，需要维持一定的血药浓度

才能发挥药效，但人用该药时的注意事项对

宠物并不适用。人用时，成人1次0.5g，每

6-8小时一次。但适宜剂量的阿莫西林一

日内间隔多次给兔灌喂常会导致其腹泻甚

至死亡，而将一日总剂量的阿莫西林一次灌

喂却较少发生腹泻，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药液

在兔肠道中长时间停留、大面积接触，导致

肠道菌群严重失调所致。

（四）估算药物剂量不准

如何正确计算药物剂量对于宠物主人

来说非常重要，成人用药一般是以70公斤

标准体重设计剂型，药物的剂量通常以每千

克体重的毫克（mg/kg）表示。如人用药物

说明书中推荐的剂量为20 mg/kg*d，而宠

物狗的体重为15kg，则建议剂量为20mg/

kg*d×15kg=300mg*d。但宠物的年龄、

性别、妊娠状态都可能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

谢和药效。例如，孕宠患病需要用药时，要

从保胎原则出发，考虑所用药物对胎儿有无

危害，减少死胎和致畸的可能。近年来，更

精准的剂量是以不同种类宠物的体表面积

折算等效剂量计算取得。

宠物疾病治疗中还存在其他用药误区，

如滥用人用维生素、药源性过敏反应等，这

都会对宠物乃至人类健康产生不利的影

响。因此，要从保护动物福利和防治人兽共

患病的基础上“一宠一策”不断拓展宠物治

疗新思路。（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执
业兽医师、主管药师林严）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陈炜
伟、李昌瑞）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统

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中小微企

业融资便利水平实施方案》。国务院新

闻办10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了实施方案的新举

措。

长期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比较突出。这些企业大多处于初

创期或者成长期，往往缺乏有效的抵押和

担保，难以满足传统信贷模式的贷款要

求。同时，企业信用信息较为分散、获取

难度大，也制约了金融机构基于信息发放

信用贷款的能力。

为推动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近

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加快构建全

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深入推

进“信易贷”工作，为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

提供了“信用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介绍，

依托归集共享的信用信息建设全国融资

信用服务平台，指导各地建设地方融资信

用服务平台，目前全国平台已与地方平台

互联互通，形成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网络，向金融机构依法依规提供经营

主体的信用信息。截至2024年2月末，

银行机构通过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网络累计发放贷款25.1万亿元，其

中信用贷款5.9万亿元。

但与此同时，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仍

然不够充分，现有共享信息不足以支撑

金融机构对经营主体作出精准信用评

价。一些地方建有多个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导致信息重复归集，银行机构多

头对接，经营主体多头注册，增加了金

融机构和经营主体负担，也降低了金融

服务质效。

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做出多方面有

针对性的安排。

李春临介绍，实施方案明确将全国一

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作为向金融

机构集中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服务的“唯一

出口”。整合功能重复或运行低效的地方

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所有地方平台纳入全

国一体化平台网络，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

闲置浪费。同时，进一步扩大信用信息归

集和共享范围，将企业主要人员信息、各

类资质信息、进出口信息等17类、37项

信用信息纳入共享范围。此外，推动金融

便民惠企政策通过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直

达经营主体，并切实保障数据安全。

征信体系建设，对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任咏

梅介绍，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

经成为全球覆盖人数最多、收录信贷信息

最全的征信系统。截至2024年3月末，

数据库累计收录11.6亿自然人、1.3亿户

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相关信息，2023年全

年提供查询服务达53亿次。

任咏梅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

将持续完善数据库功能和服务，依法全面

采集金融信用信息，深化信用信息开发应

用，支持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敢贷、愿贷、

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同时，研究推动中

小微企业支付资金流信息的共享应用，形

成与信贷信息互补的服务格局，进一步提

升没有信贷记录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便

利性。

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金融监管总局

普惠金融司负责人冯燕介绍，截至今年3

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1.4

万亿元，同比增速21.1%，较各项贷款增

速高12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全国新

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4.42%，较

2023年下降0.35个百分点，2018年以来

累计下降3.51个百分点。

冯燕表示，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

要求银行保持普惠信贷支持力度不减，稳

定信贷价格，增加小微企业法人贷款。同

时，将修订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

管评价制度，修订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分类

办法，优化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制度。

此外，将继续联动相关部门，深化涉企信

用信息共享，继续扩大信息共享范围，优

化信息共享方式，更好破解银企信息不对

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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