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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呼吸道疾病流行期叠加，国家卫健委要求千方百计挖掘资源开展儿科诊疗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向儿童开放

孟冬时节，好运常伴。截至
第2 0 2 3 1 3 9期 ( 1 2月3日晚开
奖)，福彩双色球活动派奖进程
过半，一等奖特别奖已中出107
注 ，六 等 奖 翻 番 奖 中 出
99216780注，派奖上半程，精彩
不断。

在双色球第2023136期开
奖中，山东霸气揽获2注双色球
头奖，常规奖+特别奖单注奖金
达到761万余元，这两家幸运的
彩 站 分 别 是 莱 西 市 的 福 彩
37021348销售站和城阳区流

亭街道赵村社区4 0号的福彩
37025404销售站。

“中奖彩友是位站里的老
彩友，一直坚持在站里购彩，
我和中奖彩友都很激动，得知
中奖的当晚，我们都兴奋得失
眠了。”福彩37021348销售站
工作人员胡同云说，她们站的
这注双色球头奖是莱西市的
第4注双色球头奖，也是单注
奖金最高的1注，还是双色球
1 2亿元大派奖活动中中出的
第1注。

说到正在开展的双色球
12亿元大派奖，胡同云激动地
说：“这次的大奖得主以前都
是7+ 1投注双色球，正是为了
参与活动，把投注方式改成了
7+2，不但中了1注一等奖，还
多中了1注一等奖特别奖和1
注二等奖，彩友自己也夸活动
给力。希望站里的彩友们都来
沾沾喜气，投注额满20元就能
参与派奖活动，大奖小奖都翻
番，单注最高可中2000万元，
祝愿大家好运加倍，都能获得

大奖的青睐。”
位 于 城 阳 区 的 福 彩

37025404销售站此次也中出了
1注双色球一等奖和2注二等
奖，据工作人员邱杰介绍，自从
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开启后，
每位进站购彩的彩友，她都会
主动介绍下活动，“比如有喜欢
购买10元单式票的彩友听说投
注额满20元就可以参与大派奖
活动，立马就打了两倍。还有的
彩友将投注方式改成了8+1、7+
2……大家都积极地参与进来，

已经有不少彩友收获了派奖福
利，最幸运的还是这次的大奖
得主，喜中一等奖特别奖。”

福彩1 2亿元大派奖火热
进行中，按照派奖规则，每期
安排2 0 0 0万元设立一等奖特
别奖，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
元(含)的一等奖中奖彩票，每
注一等奖按当期一等奖单注
基本奖金 1 : 1比例派送，派奖
使得一等奖成色更高！秋绥冬
禧，大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快
去领取属于你的那份幸运吧。

近年来，我国妇幼健康和出
生缺陷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2022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婴
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出生缺陷
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均比2011年降低超过
50%。在这背后，“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出生缺陷干预救助
项目”功不可没。

9月12日，中国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基金会主办的“2023年预防
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活动”中公
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出
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已累计完
成出生缺陷检测266万多例，救助
出生缺陷患儿57378人次。

救助一个娃，照亮一个家。
为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减少出生
缺陷所致残疾，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为患有
遗传代谢病、先天性结构畸形和
功能性出生缺陷三类出生缺陷

疾病的经济困难家庭患儿，提供
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
疗负担。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的救助
范围是0-18周岁具有出生缺陷
的患者。其中，先天性结构畸形
救助七大系统74类疾病，自付部
分一次性给予3000元—30000元
补助，仅可申请一次；遗传代谢
病救助78类遗传代谢疾病，自付
部分一次性给予3000元—10000
元补助，可申请两次；功能性出
生缺陷救助八大系统133类疾

病，自付部分按照3000元、5000
元两档标准予以补助，2021年至
2025年每名患儿最多可申请4次
救助。

“十三五”时期，“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项目”共计投入8 . 5亿元，主
要用于出生缺陷救助、出生缺陷
检测、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和健康
教育。

“十四五”时期，“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出生缺陷干预救助
项目”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功能
性出生缺陷患儿救助、产前筛查

及诊断补助等项目，让出生缺陷
防治工作进一步前移和深入，出
生缺陷疾病救助病种增至358种，
扩大了受益人群范围，让更多患
儿家庭得到关爱。

让孩子健康地出生、成长、
成才，是每一位父母最朴素的心
愿。2014年至2022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共投入15 . 46亿元资
助出生缺陷干预项目。该项目实
施9年来，投入资金不断增加，救
助范围不断扩大，挽救了许多患
儿的生命，为无数患儿家庭带去
了温暖和希望。

连续九年共投入15 . 46亿元救助出生缺陷患儿57378人次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患儿家庭带去温暖和希望

进程过半！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已中出一等奖特别奖107注

近期，全国多地冬季呼吸道
疾病流行期叠加，城乡居民尤其
是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明显增
多，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有关通知精神，指导
各地切实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哨点作用，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儿科诊疗服务和“一老一小”重
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引导合理

就医，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指导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冬春季呼
吸道疾病健康服务有关工作的通
知》解读。

解读中提出，千方百计挖掘
资源开展儿科诊疗服务。各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向儿童
开放，不得拒诊，及时发布辖区
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清单、地图或导航信息，明
确提供服务的地点、时间、联系
电话和服务内容，方便群众查找
和利用基层儿童诊疗服务。对服
务需求量大的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实行工作日儿科诊疗延
时服务1—3小时，或酌情在周
六、周日增加诊疗服务时间，方
便患儿就诊。

要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创
造条件设置独立的儿科诊室或诊
区，达到服务能力推荐标准的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社区医院要率先建成独立的儿科
诊室。简化优化就诊流程，缩短就
诊停留时间，规范开展诊室和输
液室消毒，及时通风和清洁。

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

合实际组织经过儿科专病诊治
培训的全科医生开展儿科诊疗
服务，加强儿童呼吸道疾病早期
识别诊断，对发现的重症患儿要
及时指导转诊。发挥中医药简、
便、验、廉的特点，组织制定中医
药防治方案，为患儿提供适宜的
中医药服务。

据央视新闻

一些地方中小学生“课间10
分钟被约束”的问题受到广泛关
注，课间十分钟，如何让孩子“动
起来”。近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教育部高度重视该问题，已
就相关问题密集部署、全面排查，
认真督促整改，并将指导地方建
立常态化督导检查长效机制。

据介绍，近段时间，教育部专
门组织北京、河北、山西、吉林、浙
江、海南、贵州、新疆等部分省

（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进
行了座谈，要求各地进一步研究
分析产生相关问题的深层次原
因，提出应对措施和整改要求。同
时，向各省（区、市）发出工作提

醒，对部分学校进行明察暗访。
北京、河北等8个省(区、市)开

展了专项排查，对部分落实不到位
的学校，立即督促整改。同时，分级
设立监督举报专线，畅通信息反馈
渠道，接受社会及家长监督。从目
前情况看，“课间10分钟”限制学生
活动的现象有所改观。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行为，指导
地方和中小学严格落实国家有关
规定，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
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
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对于办
学条件存在困难的学校，“一校一
案”制定具体办法，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课间10分
钟活动，错时、错峰组织大课间活
动。指导地方根据学龄人口变化，
进一步补齐办学条件短板，切实
改善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为学
生课间活动、体育活动提供必要
的条件保障。

同时，将指导地方和学校科
学实施管理和安全防范措施，加
强室外场所设施排查和人员值
守，加强学生安全常识教育，把安
全事故风险降到最低。完善校园
安全责任制度，清晰责权划分，合
理界定校园安全责任。引导学校
或者学校举办者按规定投保校方
责任险，有条件的可以购买校方

无过失责任险和食品安全、校外
实习、体育运动伤害等领域的责
任保险，解除学校的后顾之忧。

此外，将进一步加强督导检
查。对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和学校
进行约谈和通报，并责令整改。指
导地方建立常态化督导检查长效
机制，在责任督学日常督导、教学
视导等常规检查中关注落实课间
活动问题，经常性开展明察暗访。

学生课间被“困”在教室的原
因很多，比如担心会造成安全隐
患、会影响学习。对此，专家表示，
要充分认识课间十分钟对孩子健
康成长的深远意义，通过完善相关
政策制度，加强家庭、学校、社会合

作，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课间十分
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研究所终身教育首席专家
吴遵民认为，“课间圈养”现象从表
面上看，是学校管理工作者不敢或
者也不愿意担责所致，但实际上它
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体制机制的不
健全，政策法规的缺失，乃至于教
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缺乏关注。

如何合理开展课间十分钟，
专家建议，学校和老师都要做好引
导者，同时整合社会资源，使家庭、
学校、社会形成有力联结，守护孩
子们的“课间十分钟”，共同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 据央视

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课间十分钟让孩子动起来
教育部：将指导地方和学校科学实施管理和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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