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近期，一些地方的公众感受到身边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增加。“二阳”怎么办？什么情况应及时去医院就
诊？重点人群如何科学做好防护？针对社会热点关切，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组织专家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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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岗位 解放思想 担当作为 开拓创新
冯飞徐令义刘小明李荣灿出席会议

□记者 廖自如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省纪委机关、省
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妇联共同主办，省
残联、省社科联协办，海口市纪委监委、海
口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海口市妇联承
办的“激扬家国情，奋斗新征程”2023年海
南省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巡回宣讲活动首
场在海口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省纪委监委的陈碧瑶，
冯白驹女儿冯尔曾，三亚玫瑰谷创业者杨
莹，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
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兼理事长李公羽，全国
自强模范李王花等5位代表分别从不同角
度讲述了清廉家风、红色家风、最美家风、
东坡家风以及自强不息的感人故事，让观
众感受到优良家风的魅力，带动更多家庭
见贤思齐、向善向上，让党员干部在寻常日

子里根植家国情、奋斗新征程，为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海口站宣讲活动还为6户全国“最美家
庭”代表颁奖，以榜样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带动更多的
家庭培育家庭美德，传承良好家风。

据悉，2023年海南省好家庭好家教好
家风巡回宣讲活动还将走进临高县，将好
家风故事带给更多百姓。

我省启动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巡回宣讲活动

弘扬家庭美德 传承良好家风

“二阳”怎么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十八部门联合发文：

加强新时代
中小学科学教育

据新华社电 记者29日从教育部获悉，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提
出，通过3至5年努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地，中小学
科学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各方资源有机
整合，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科学教育教师规模
持续扩大、素质和能力明显增强，大中小学及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明显健全，科学教育质
量明显提高，中小学生科学素质明显提升。

意见要求，各地加强教学管理，开齐开足
开好科学类课程，修订完善课程标准及教材，
同时将教辅书纳入监管体系。强化实验教
学，并广泛组织中小学生前往科学教育场所，
进行场景式、体验式科学实践活动。完善试
题形式，增强试题的基础性、应用性、综合性、
创新性，减少机械刷题。加强实验考查，提高
学生动手操作和实验能力。

意见提出，各校由校领导或聘任专家学
者担任科学副校长，原则上至少设立1名科
技辅导员、至少结对1所具有一定科普功能
的机构。加强中小学实验员、各级教研部门
科学教研员配备，逐步推动实现每所小学至
少有1名具有理工类硕士学位的科学教师。

意见还要求各地指导中小学生理性选择
参加“白名单”竞赛，引导其积极投身科学研究。

民政部：
推动社会组织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据新华社电 记者29日从民政部获悉，

民政部近日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做好2023
年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通知指出，各地要加大引导动员力度，
广泛动员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拓展服务空间、
挖掘就业需求，通过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就
业岗位、设置见习岗位和提供灵活就业岗位
等，扩大社会组织稳岗就业能力。要推动社
区社会组织充分挖掘社区服务需求，开发社
区服务岗位，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在社区
内就业。要引导专业性社会组织挖掘教育、
医疗、科技、文化、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社会
工作、托育等领域的服务空间，加大高校毕
业生聘用力度。要支持基金会等慈善组织
增加直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公益慈善项
目和资金，带动开发相应岗位，吸纳更多高
校毕业生就业。

“二阳”怎么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

院长童朝晖表示，根据临床情况，近期“二
阳”人群的症状普遍较轻，主要表现为上
呼吸道症状，较少出现持续高热，患者恢
复相对更快。

以所在医院为例，童朝晖介绍，目前
没有出现发热门诊病人特别多、给医疗资
源带来压力的情况，保持正常医疗秩序没
有问题。患者如果不发热，仅有轻微的上
呼吸道症状如咳嗽、轻微嗓子疼等，可以
自行对症处理、服药；如果出现发热，特别
是体温持续超过38摄氏度，建议到医院就
诊，因为发热的原因很多，除了新冠病毒
感染，还可能有其他潜在疾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贵强表示，一般人群二次感染后的症状
普遍较轻，病程较短，转阴时间较快，但一
小部分患者仍有疾病进展风险。建议患
者在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出现持续
发热等全身表现，有条件的应及时使用抗
病毒治疗药物。

多次感染会有“后
遗症”吗？

感染新冠病毒后，一段时间
持续乏力、失眠甚至心跳快、焦
虑——针对部分患者反映的“后
遗症”问题，童朝晖表示，后遗症
一般指的是患某种疾病后，躯
体、机能上出现一些不能恢复的
障碍。根据临床观察，感染新冠
病毒后的一些症状大部分出现在
特定时期内，长时间看是可以恢
复的，不影响日常工作生活。

王贵强表示，目前从临床观
察看，三个月以上还存在上述症
状的病例并不多，没有发现数量
较多的所谓“后遗症”患者。从
研究数据看，反复感染新冠病毒
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可能有一定
影响，包括加重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的风险等，这部分人群应
特别注重做好科学防护。

重点人群如何做好防护？
专家表示，对于高龄老人、没有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的基础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人
群，还要重点做好防护。

王贵强介绍，这类高风险人群一旦出现
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应及时氧疗，并通
过抗原或核酸检测明确诊断，进行抗病毒治
疗早期干预，以降低重症风险、缩短病程、减
轻症状。

王贵强表示，社区和基层全科医生应对
辖区内的高风险人群心中有数，经常通过各
种途径沟通、了解高风险人群感染情况。同
时，医疗机构继续提升重症救治能力，让重
症高风险人群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童朝晖表示，65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
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儿童的免疫功能尚
未完全健全，如果家中老人和儿童没有完成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或基础免疫，建议积
极接种疫苗。

此外，童朝晖建议，重点人群在传染病
流行高峰期间尽量少去公共场所人员密集
区域，保持勤通风、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

我省结合主题教育建立市县和省直单位工作交流机制
并通报表扬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本报讯 5月29日，省委召开市县和省直
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一次工作交流暨先进个
人、先进集体通报表扬会。省委书记冯飞讲
话，中央第十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代省长刘
小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指导组副
组长陈小平出席会议。

在全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之际，我省决
定对近年来立足岗位、解放思想、担当作为、
开拓创新的30名先进个人和21个先进集体
予以通报表扬，激励引导全省上下见贤思齐、

比学赶超；定期召开市县和省直单位主要负
责人工作交流例会，推动各市县、各省直单位
比拼实绩、创先争优，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
题，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
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实。会上，先进个人和先
进集体代表结合自身岗位和职责发言，部分
市县和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围绕作风能力建
设交流经验。

冯飞指出，海南正处于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关键期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期，

迫切需要引导和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立
足岗位、解放思想、担当作为、开拓创新。
要坚持以学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地忠诚核心、拥戴核
心、捍卫核心，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海南落到实处。要
坚持以学增智，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
实践能力，善于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

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自由贸易港建
设各领域的行家里手。要坚持以学正风，
树牢“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政
绩观，自觉擦亮自由贸易港的清廉底色。
要坚持以学促干，全力抓好全岛封关运作
准备工作和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增强群
众获得感，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中建功立业。

沈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