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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受损群体合法权益，保证案件
顺利办理，请尚未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山东
环宇之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投
资参与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到
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报案，如不
报案者，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报案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投资银行卡复印件、银行流水交

易明细、获利明细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及复印件。

报案地址：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
分局

联系人：都警官 19904368159
陈警官 19904368112

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2024年6月7日

白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公告
洮北中晟康宁医院因医院医疗

工作发展需要，经会议通过、业务主
管单位批准，洮北中晟康宁医院名称
变更，由原洮北中晟康宁医院变更为
洮北益恒医院。

住所变更由原吉林省白城市洮
北区明珠花园小区14-1号楼1号；
14-1 号楼 2 号；14-2 号楼 1 号；
14-2号楼2号，变更为吉林省白城

市洮北区明珠花园小区14-2楼-3；
14-2 号 楼 -1；14-2 楼 -2；14-1
楼-1；14-1楼-2（1/2/3/4/5层）。

业务范围变更由原内科/外科/
妇产科；妇科专业/麻醉科/医学检
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
CT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
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
中医科，变更为内科/外科/妇产

科；妇科专业/儿科/眼科/耳鼻咽喉
科/口腔科/皮肤科/康复医学科/麻
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磁共振
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
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法人姓名：王宇，身份证号：
220881198211080717。联系电话：
18943195931，无债权债务纠纷，特
此公告。

洮北中晟康宁医院
2024年6月6日

公 告 招 聘

启 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报社广告

部现面向社会招聘广告业务人员。

联系电话：3323838

新华社北京6月 6日电 （记者董博婷）
记者6日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获悉，在第
17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为进一步满足
广大公众的查档用档需求，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馆藏档案出版物阅览室即日起正式对外
开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1925年建馆以
来，依托馆藏明清历史档案资源，陆续整理
刊布明清档案史料270余种3500余册，为
国家文化事业、明清历史研究、社会文化活
动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充分发挥了明
清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秉承资源立馆、服务群众的理念，不断加大
档案资源开放力度，提升档案利用服务水
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出版物阅
览室现有各类馆藏档案排印及影印出版物
3000余册，均可供读者开架阅览。

提倡儿童每天户外活动至少2小时，从幼儿园开始定期
检查视力、屈光度等，推动近视科学矫治……防治“小眼
镜”不只是一家之事，还需要更多公共卫生“大处方”。

今年6月6日是第29个全国爱眼日。如何多方协力更好
防治儿童青少年近视？记者进行采访。

指南更细 加强“近视前”预警

6日清晨6时6分，一支66人的户外跑步队伍从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珠江新城院区出发，以“123一起奔赴世界光
明未来”为主题，呼吁公众对体育健身与眼健康的双重关注。

2024年全国爱眼日宣传主场活动当天在广州举办。活动
现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解读了最新发布的《近视防治指
南（2024年版）》。

新版指南将近视防控分为近视前驱期、近视发展期、高
度近视期、病理性近视期。根据指南，近视前驱期的儿童通
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负荷等综合措施干
预，可有效减少近视的发生。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介绍，新版指南专门提
出对远视储备的保护等，并对不同分期给出了近视防控措施
的指导建议，将更精准地在公共卫生层面指导近视防控。

为何强调儿童青少年的户外活动？王宁利表示，户外活
动防控近视的作用与暴露时间、光照强度有关。为更好预防“小
眼镜”，应保障儿童青少年的户外活动时间量，每天户外活动时
间不少于2小时。

此前，国家疾控局已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公共卫

生综合干预技术指南》等，提出采用三级预防策略，近视防
控关口要前移到孕期、婴幼儿和学龄前阶段。

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1.9%，较2018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多措并举 突出精准干预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呈下降趋势。但视
屏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不足等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小眼镜”
防治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甘肃兰州一家眼科医院2023年在当地普查时发现，121
个幼儿园里约有两成儿童存在远视储备不足的情况。

近视监测网络全覆盖、近视防控专家进校园、持续推广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工作……政府部门、专业
机构、学校、家庭、社区深度协作，精准干预多一些，“小眼
镜”才能更少一些。

在河北，疾控部门抓监测干预、中医药部门做好中医技
术指导、教育部门协调配合、财政部门保障经费、专家提供
技术保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部门间协作机制不断健全。

在四川，儿童青少年近视监测与干预工作深入开展，对
全省各县（市、区）的900余所学校教学与生活环境进行检
测，针对课桌椅分配符合情况、课桌面和黑板面平均照度等
影响视力较大的因素提出相关整改建议。

在上海，发布远视储备地方标准《儿童青少年裸眼视力
和屈光度评价规范》，对远视储备不足人群提前预警。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还要做好科普宣传，

指导学生、家长和教师了解科学用眼和护眼知识，帮助儿童
青少年养成良好用眼卫生习惯。

警惕眼病 近视要防也要治

在专家看来，“小眼镜”要防也要治。一旦近视了，需要
采用有效干预措施，避免近视度数过快增长。

“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需要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矫正手
段，如光学手段、药物、行为学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
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说，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症状和情况，
主动寻求专业医学帮助，并根据医生建议进行治疗和矫正。

专家表示，近视防控需综合施策，但需注意安全性和
效果的评估。在行为学控制方面，除了户外活动，正确的
坐姿、握笔姿势以及良好的家庭光线环境也是预防近视的
关键因素。

王宁利表示，高度近视由于眼轴增长引起眼球形态和
结构的改变，易进展为病理性近视，进而可导致多种眼部
并发症。

据介绍，新版指南进一步明确了近视的矫正和控制措
施，包括框架眼镜、角膜接触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
旨在指导医疗卫生机构、近视防控专业技术人员等为儿童青
少年选择适合的方式。

“需要注意，角膜塑形镜和多焦软镜等器械及低浓度阿托
品滴眼液都是控制近视进展的措施，使用后不能从根本上治
愈近视。”王宁利说。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芒种节气，小麦机收已进入高峰期。放
眼金黄的麦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其中穿
梭，抓紧时间抢收，确保粮食顺利归仓。

夏粮丰收，全年主动。农业农村、交
通运输、气象、石油石化等部门及各地加
强保障、打好机收大会战，全力以赴夺取
粮食丰收。

麦收进度过半

近日，在河南省邓州市文渠镇肖店村，
金色的麦浪一望无际。收割机正在地里作业,
小麦收割、麦穗脱粒等步骤一气呵成。村民
张少将告诉记者，家里的8.5亩麦田刚刚收
完，今年麦收期间天气挺好，亩产1000斤左
右，收成不错。

在旁边的地块，梁彩娥正帮着丈夫张伟
操作收割机。夫妻俩来自陕西渭南，从事机
收约有20年。“这段时间在河南收麦，先是
在内乡，现在在邓州，接下来要回陕西收
麦，然后转战河南在温县继续收。”梁彩娥对
记者说，她帮助丈夫协调业务，通过微信联
系供求信息很方便。今年新买的农机不错、
售后服务方便，高速公路上下都很顺畅。

辛勤的农机手是抢收夏粮小麦的主力
军。今年“三夏”，全国各地预计投入各类农
机具超165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
种和夏管机械化作业，其中联合收割机60多
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达到20万台以上。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占
全年粮食的1/5多。去年以来，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启动实施粮油等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主产区小麦长
势总体良好，为夺取丰收奠定了基础。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5日，全国
各地冬小麦已收1.9亿亩、收获进度57%，比
去年快17.7个百分点。四川、湖北麦收已结
束，安徽、河南进度过九成，陕西过四成，
苏鲁晋冀等省份即将进入收获高峰。

科技助力从种到收全过程

粮食稳产增产，科技装备是关键。在今
年的小麦生产中，科技装备贯穿在耕种管收

全过程。
日前，在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岳张集

镇，凤台县怀彪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管理的
一块麦田，在专家实地测产中亩产超过708
公斤。

麦田位于省市县共建的万亩指挥田的核
心地块，合作社理事长徐怀彪笑逐颜开，向
记者细数推广的小麦增产集成技术：选择半
冬性品种应对倒春寒，使用药剂拌种和封闭
除草提升抗病、抗草害抗渍害能力……

凤台县是安徽省稻茬麦的主要产区，小
麦易受农田渍害和赤霉病等侵袭。去年安徽
确定8个小麦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凤台
作为其中之一，开展了技术攻关和示范推
广。尽管前期受融雪渍害、干热风等影响，
通过良种良机良法综合配套和技术集成示
范，当地小麦实现了稳产或增产。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杨武杰介
绍，今年全省高产且抗逆性好的小麦品种播
种面积进一步扩大，高性能播种机械保有量
翻了一番，落实小麦宽幅精播等关键增产技
术面积较往年明显增加。通过强化良田、良
种、良机、良法、良制融合共促，确保打好
小麦丰收主动仗。

近日在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牛村，农机
技术人员朱立泽对 20 余名农机手现场授
课，讲解小麦机收中需要注意的减损技术和
操作细节。为确保“三夏”农机具状态良
好，河北省要求各地将各类农机具检修到
位，力争机收率、机播率稳定在 99.8%、
96%以上。

目前，黄淮海麦收8省份已建设区域农
机社会化服务中心1980多家、区域农业应
急救灾中心1090多家、常态化农机应急作
业服务队4950多支，各有关省份积极组织
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力以赴夺
取夏粮丰收。

各方汇聚力量保障夏粮顺利归仓

天气日渐炎热，但在广袤的农田，为了
保障夏粮收获，各个领域的人们在共同努力。

在邓州市一处专业农业机械维修点，两名
维修人员正抓紧维修一台拖拉机。“各种农机
零配件市里这边都很齐全，这台拖拉机很快就
能修好，继续投入麦收。”维修人员对记者说。

今年“三夏”期间，邓州市农机部门为企
业、群众提供农机挂牌办证、购置补贴、跨
区作业等“一站式”服务。夏收期间收割
机、拖拉机等出现的小问题由厂家专业团队
在田间地头就能解决，大一些的问题在市里
的维修点也能检修，基本做到“小修不出
县，大修不出市”。

在山东，相关部门开展绿色储粮标准化
试点，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为农民
提供清理、干燥、储存、加工、销售等专业
服务，发放科学储粮仓，指导农户科学储
粮，节粮减损。

各地各部门加强农机作业服务保障。麦
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近2100个，
开通农机作业服务保障热线电话1230多个；
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对联合收割机运输车
辆进一步简化核验程序、快速免费放行；中
国气象局开展“三夏”农机作业气象服务。

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基本就绪。近日，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单位联合
印发收购通知，作出全面安排部署。河北、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6个小麦
主产省准备小麦仓容近8000万吨；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100亿元。
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到位，为保障
夏粮收购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记者于文静 叶婧 郭雅茹 马意翀 水金辰）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大处方”防治“小眼镜”
——来自第29个全国爱眼日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 徐弘毅 梁军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李
恒 董瑞丰）健康教育人才队伍更加壮
大；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
平均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
控局日前联合印发《全民健康素养提
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7年）》，
提出上述主要目标。

记者6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这份方案旨在全面系统提升全民
健康素养，教育引导居民个人真正成
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进一
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方案提出包括加大优质健康科
普产品供给、规范健康科普信息发
布与传播、加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
建设、加强社会倡导动员等四方面
主要措施。

其中明确，继续推进健康县区
建设，坚持政府、社会、个人共建
共享，改善各类健康影响因素。以
健康促进医院建设为抓手，推动实
现从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主向多部门
多层次参与转变，从以个人为主向
个人和社区共同参与转变，从以疾
病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转变。

方案规定，将每年6月份作为
健康素养宣传月，推动行业协会、
学会向全系统、全社会发出倡议，
组织策划开展健康相关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开
展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取得明显成
效。监测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23年达
到29.70%。

我
国
多
措
并
举
提
升
全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6月5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十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体验舞龙。
端午临近，各地举行赛龙舟、包粽子、摘艾叶、做香囊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传统佳节。新华社发（王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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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档案出版物阅览室正式对外开放

各地持续推进夏粮机收
●新华社记者

（上接一版）共同打造适应西北干旱区的治沙新品种
苗木示范区——由对方提供苗木、技术等支持，引进
20多种沙生灌木进行固沙试验。

近期，苗木栽种已接近尾声，马上将飞播草
籽。“目前看成活率能达到90%以上。”杨瑞满脸喜悦
地告诉记者，试种成功的话，今年秋季计划推广“复
合型”林草治理模式1000亩，构筑更加稳固的生
态屏障。

变“人海战术”为机械“上阵”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西补隆林业管护
中心，4 台装有履带的压沙机正在沙地里“插
秧”——小推车大小的压沙机前方都装有一个直径
80厘米的大齿轮，压沙机前进一米，大齿轮就会将
早已均匀铺在沙地上的稻草、秸秆精准“植”入沙地
里。不一会儿，一条条金黄色的沙障“编织”完成，
将沙丘牢牢缚住。

“赶在秋天前扎好草方格，到时就可以种苗了。今年
以来我们防沙治沙都是机械化操作，作业速度比以前纯
人工提高了3倍多。”管护中心主任杜永军介绍，乌拉特
后旗造林窗口期短，夏季高达40摄氏度的地表温度会
将幼苗晒死，冬季几场大风就会让树苗被流沙掩埋，只
有春夏交接的一个半月和秋季一个月适合种苗。

“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机械适合在沙漠腹地
运行，扎草方格和种苗一直依靠人工，效率很低。”

杜永军说，乌拉特后旗沙化土地面积2065万余亩，
已经治理的面积仅有459万余亩，剩余治理任务重、
难度大，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光靠人工背着草和树
进去，耗时太长，“‘人海战术’已经难以满足新时
代防沙治沙需求”。

去年10月，国家林草局在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
举办了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先进机械装备演示活
动，沙障铺设机、无人机、全地形运输车等一批先进
适用的防沙治沙机械装备集中亮相。看到压沙机械能
在起伏的沙丘上如履平地，杜永军信心倍增：“要攻
坚剩下的沙漠，非得上机械不可！”

活动结束后，国家林草局向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
捐赠了30台生产设备。之后，管护中心又派人走出
去考察市场，先后从甘肃武威、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
引进压沙、栽植梭梭等各类机械设备16台，有了科
技助力，防沙治沙效率大大提高。

“机械压制沙障不仅速度快多了，稻草扎下去的
深度也能统一达到15厘米，抗风固沙能力更强。”杜
永军说，截至目前，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通过新型机
械设备实施压沙造林已有2600亩。

如今，运输苗木的无人机、沙障铺设机、固沙机
等多种机械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三北”工程攻坚战区
域，科技的力量不断助力提升治沙效能、延伸祖国北
疆的绿色版图。

（记者刘紫凌 马丽娟 胡璐 李云平 刘祯）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为 了 绿 色 长 城 万 里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