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3日星期二 责编/黄运敬 美编/李思思 要闻02新闻热线

南国都市报9月2日讯（记者 谭琦
实习生陈祖优）日前，《海南省林业野生

植物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办法》）在省林业局官方网站进行公

示。海南拟建立野生植物常态化监测机

制，定期组织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

工作，并对特定野生植物的采集限定采集

方式和规定禁采期、禁采区。

《办法》所称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

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

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

危、稀有植物，包括野生植物的任何部分

及其衍生物。野生植物分为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

野生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建立自然

保护区；在其他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野生

植物的保护小区（点）或者设立保护标志。

海南拟建立野生植物常态化监测机

制，定期组织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

工作，对野生植物生境类型、野外分布区

域、资源及生态状况等进行调查监测。《办

法》中提到，根据野生植物的生物学特性

和资源生长情况，可以对特定野生植物的

采集限定采集方式和规定禁采期、禁采

区。特定野生植物的采集方式和禁采期、

禁采区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标志，

并向社会公告。

《办法》明确，禁止采集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植物。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的，应当向采集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集证。

即日起至9月12日，公众可以通过

电话、电子邮件、信函或直接到访等方式

向省林业局提交意见和建议。

海南拟对特定野生植物设立禁采期和禁采区

南国都市报9月2日讯（记者 王洪
旭王康景）9月2日，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

达到80岁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记者

从会上获悉，据国家测算结果，2023年海

南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位列全国

第七。

人均预期寿命是指假设各年龄组死

亡率保持当前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同一时

期出生的一批人按照该年龄组死亡率度

过一生，平均每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

年数。如2023年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

80岁，即2023年出生的人预期平均能活

到80岁。

妇幼健康水平持续改善
核心指标达到历史最优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工作，将其作为健康海

南建设重要抓手，围绕自由贸易港战略定

位，聚焦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重大因素和

突出问题，针对性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2020年、2022年相继出台《健康海南行动

实施方案》《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

动计划》，明确各厅局、各市县政府职责任

务，纳入市县综合绩效考核，构建起党委

领导、政府牵头、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

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延长预

期寿命和健康寿命提供了有力保障，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

其中，妇幼健康水平持续改善，核心

指标达到历史最优。2023年，全省孕产

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

亡 率 分 别 降 至 8.86/10 万 、3.52‰ 和

4.76‰，达到历史最优，特别是孕产妇死

亡率较2020年下降了40.97％，2022、

2023年连续两年控制在8/10万左右，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先心病所致婴儿死

亡率由2020年的4.7/万下降到2023年的

0.27/万，重型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率由

2020年的0.76/万降至2023年的0.23/万，

首次实现重型地贫胎儿“零出生”目标

（0.3/万以内），并在全国率先实现适龄女

生HPV疫苗接种省级全覆盖。

推出“2+3”健康服务包
形成慢病管理“海南新模式”

慢病管理先行先试，创新形成“海南

新模式”。海南创新推出“2+3”健康服务

包（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乙肝、重型精

神病），建立“筛查—预防—治疗—管理”

一体化的重大慢性病防治和闭环管理新

模式。截至2024年8月，全省累计完成目

标人群高血压、糖尿病、乙肝三种疾病筛

查率均达到90%以上，成功创建7个国家

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全省“1+5+N”
疾控体系基本形成

疾控体系整体重塑，公共卫生防线更

加牢固。海南全省“1+5+N”疾控体系基

本形成，稳步推进疾控机构标准化建设。

有序推进三级生物安全防护（P3）实验室

建设。组建国家级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

填补海南省历史空白。

2021年海南省通过世卫组织消除疟

疾现场认证，被世卫组织誉为“了不起的成

就”。有效防控新冠疫情、猴痘、登革热等

新发、再发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艾滋病、

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保持低流行态势。

扩容提质双轨并行
保障群众“大病不出岛”

打造省级医疗高地，建设4个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和50个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引

进70余项新技术新项目填补省内空白，医

疗服务能力和科研能力逐步提升。与28

家省外医院和医学院校建立帮扶合作关

系，让群众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省外优质

医疗资源服务。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市县域

医疗服务能力。推进省属三甲医院人才、

技术、管理、服务等要素下沉，医疗服务能

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符合率90%的县级医

院从2022年的3家增至2023年的7家，被下

沉医院2023年度门急诊量、住院量、手术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0.75% 、19.67% 、

31.75%。在市县，推动实现全省医联体内

376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执

行院长由牵头医院派员下沉任职全覆盖。

建设良好健康环境
打造宜居长寿岛

国家卫生城市达到全覆盖，国家卫生

县创建（复审）已全部通过省级评审。截

至2023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4%，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9.3%，城市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12.59平方米，城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建制镇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率达93%，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99.5%，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
类水体比例为95.9%，城市集中式供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全省食品安全评

价性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健康环

境相关指标较2020年明显提升。

同时，普及健康科普知识，不断提升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积极拓展政府主

导、部门合作的健康素养提升工作路径，

卫健、教育、农业农村、妇联等多部门联

动，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普及，

2023年海南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2020

年提升了6.67个百分点。成功创建13个

健康县区，创建比例达54.2%。全省15家

省直及三级以上医院在诊疗时可同时开

出健康教育电子处方。

多措并举，努力降低意外伤害发

生。建立健全中小学防溺水安全管理长

效机制，对全省危险隐患水域和历年学

生溺亡事发点进行预警监控，连续三年

实现学生溺水事故和死亡率“双下降”。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以“减量控大”为重

心，统筹推进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

治，2023年，全省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较2019年下降20.2%。

会上，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

主任周长强表示，2020年以来，海南全省

人均预期寿命如期迈入80岁行列，但是受

非传染性慢病、传染病和意外伤害等因素

的影响，要实现2025年达到81岁的目标，

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打造国际健康

岛，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砥砺奋进，以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为总抓手，扎实推动

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不断提高群众健康

水平，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健康支撑。

去年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达80岁
位列全国第七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白瀛、张嘉
幸）由中宣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4年《开学第一

课》9月1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取得

积极反响。观众认为，节目采用“多地实景

课堂”的模式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图景，潜移默化地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今年的节目中，文字学专家、历史学专

家、野生动物救护者、奥运赛场体育健儿、

空降兵军模范、军用运输机机长、人工智能

专家、航天科技专家等嘉宾，通过讲述自强

不息的奋斗故事，展现从殷墟甲骨窖穴到青

海雪豹栖息地，从伶仃洋上跨海大桥到嫦娥

六号登陆月球背面的画面，力求让广大青

少年看到祖国壮美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

日新月异的进步，一同领略“可爱的中国”。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董竹娟

表示，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将“爱国”这一

宏大主题进一步具象化，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奥运精神、国之重器、

人工智能等多视角多维度，潜移默化地向

中小学生传递一种信念，即爱国是朴素的、

真实的，是在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中不

断丰富、传承的。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教

育体育局局长李美荣说，今年的《开学第一

课》，每个故事都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清晰文

脉，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中国精神。

图为9月2日，劳模工匠们与学生们合影留念。当日，上海市约225万中小学
生和幼儿迎来2024年秋季开学。2024年度“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全国示范性
活动暨闵行区“开学第一课”直播活动在闵行区实验小学（畹町校区）举行。三位劳
模工匠走进校园，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为师生们授课。 新华社发

2024年《开学第一课》：

潜移默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上海：开学第一课 劳模工匠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