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32025年1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 朱文 校对 孔媚媚 E-mail：zzrbbjzx＠163.com 要闻·国内

关注定日县6.8级地震

新新时代时代新新征程征程新新伟业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新一轮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强回收循环利用
能力建设是“两新”政策部署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废为宝、循环利
用是朝阳产业，使垃圾资源化，这是化腐朽
为神奇，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通过高水平
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
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
和后劲”。

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资源高效利用……
在中国，循环经济展现非凡“魔力”。

子牙河畔的传奇“重生”
还有“吞垃圾、吐宝贝”的产业园？

“你没听错，我们开发区里就藏着这么
一座‘城市矿山’。”天津子牙经济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彦江谈笑间，引着记者来
到位于天津静海区的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
业园。在这里，可循环利用资源能得到精细
化“开采”。

早在 30多年前，天津子牙河畔的居民
就做起了废铜烂铁里的“淘金”生意——走
街串巷收来废电线、废家电等，进行家庭小
作坊式拆解。

然而，在空地堆干柴、烧电线、挑铜丝
……几乎“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野蛮”发
展模式，让当地一度陷入生态恶化的泥沼。

“面对越来越差的生态环境，静海开始
算长远账。”见证了这一过程的张彦江说，为
规范产业发展，当地政府成立了循环经济专
业化园区。从此，一批批废旧机电、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和动力电池、废纸等
多种类型的再生资源，在这里获得“重生”。

走进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
司，在几乎看不见扬尘的拆解车间，智能化
的流水线精准高效作业。一台台废旧电视
机迅速被拆解成塑料、电路板、显示屏等不
同部分，并经过加工华丽“转身”，成为许多

新产品的原材料，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
“园区内外也循环畅通。”张彦江说，园

区已建立线上线下的循环资源回收体系，线
下网点分布在京津冀及东北等地区，线上建
立“新能报废王”“循环经济服务中台”等回
收平台，让再生资源回收更便利。

如今，155家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集
聚在这里，年处理加工各类再生资源能力近
千万吨。如今的子牙河畔已成功转型为北
方重要的以循环经济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
经开区，每年可向市场输送再生铜、铝、钢等
重要资源达150万吨。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我们已建立起从资源回收到拆解初加工，再
到精深加工的再生资源产业链条，再生资源
在园区内就可以被‘吃干榨净’。”天津子牙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陈士林说。

“拯救海洋”的温暖行动
大海退潮，64岁的渔嫂胡松素身穿蓝

色马甲，手持夹子，捡拾着一个个随海水漂
来的塑料瓶，戴在胸前的 GPS摄像头默默
地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

胡松素家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黄礁
岛。自从加入“蓝色循环”项目，她便每天都
来海边捡塑料瓶。大海的潮汐，见证了她一
天天温暖而执着的行动。

这一切，都源于2020年启动的“蓝色循
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项目。

这项“拯救海洋”的实践，应用数字化手
段，追踪标记海洋废弃物回收的每个环节，
让这些被视为“海洋毒瘤”的塑料垃圾，摇身
一变成为低碳环保的原材料。回收利用后
的收益，主要反哺当地居民。

“捡来的塑料瓶会送到附近的‘小蓝之
家’，一个能卖2毛钱，比一般垃圾回收站的
3分钱一个可多多啦，现在一个月能挣七八
百元补贴家用。”胡松素开心地说。

“让渔民有钱赚、企业有动力，海洋塑料

废弃物治理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蓝色循
环”项目发起成员之一、浙江蓝景科技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方敏说。

沿着浙江的海岸线，十多个“小蓝之家”
如同海洋卫士，守护着数百平方公里的海洋
边滩。1360 多名沿海地区居民、约 1万艘
渔船和商船纷纷加入到这场“拯救海洋”的
行动中。截至目前，各类群体参与治理超过
6.36万人次，共收集海洋废弃物约1.5万吨，
其中塑料废弃物2900多吨。

“蓝色循环”项目为解决海洋污染治理
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了全球目光。
2023年，项目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
的“地球卫士奖”。2024年，项目在第六届
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被向全球推荐。

在浙江湖州安吉的威立雅华菲高分子
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里，从“小蓝之家”运来
的塑料垃圾经历了一场“奇妙之旅”，它们被
深度清洗、熔融造粒，最终用于包装材料、工
业制造、服装家纺等众多领域。

“2022年以来，我们已累计处理数千万
个来自‘蓝色循环’项目的海洋塑料瓶。”该
公司运营总监付现伟说，经国际认证的海洋
塑料粒子，平均可卖到传统再生塑料价格的
1.3倍以上，而以海洋塑料垃圾为原材料生
产的产品，则有更高的附加值。

不仅如此，在区块链、大数据等互联网
技术加持下，海洋塑料变得“来路清晰”，每
个用“蓝色循环”项目回收的海洋塑料制成
的产品都有专属二维码，使用者能看到它从
海洋垃圾到商品的全生命周期。

如今，“蓝色循环”正在从浙江走向全
国，奏响了一曲海洋保护的壮丽之歌。

传统行业的“绿色”变奏
看着刚刚运来的报废电缆、变压器、钢

芯铝绞线等废旧电力物资设备，王开才就像
看到了“宝贝”。

“别人眼里的报废品，在我眼里可是好

东西。”王开才说，以废旧电缆为例，外皮是
很好的聚乙烯材料，破碎后可加工成润滑剂
颗粒，一吨售价超过1万元。

作为国网重庆电力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中心的现场负责人，王开才整天琢磨的就是
怎么把各类废旧电力设备变废为宝。

“过去报废电力设备主要通过公开竞
价方式整体卖给回收商处理，但不少回收
商专业处置能力不足，往往是小作坊式简
单拆解，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可能污染
环境。”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物资部负责人
廖辉英说。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22年，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在位于永川区的港桥工业园区
建成国网系统首个绿色拆解分拣中心——
重庆电力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中心，对电力
报废设备进行“收、运、储、拆、拣、用”一站
式管理。

王开才和同事们不断钻研，从无到有建
起变压器、导线、电表等多条拆解线，还和高
校合作研发了电缆剥皮机、钢芯铝绞线分离
机等新设备。

“以前这种从电缆里拆下的填充料难以
处理，现在可以把它们交给下游企业，生产
防火的阻燃剂。”王开才指着一堆类似绳子
的阻燃填充料说，废弃物成了“好资源”。

自 2022年以来，该中心累计拆解分拣
处置各类电力报废设备约 1.4 万吨，产生
铜、铝、塑料等 7大类资源品。不仅碳减排
41.8万吨，较原处置方式更是增值约30％。

如今，报废电力设备高效回用在这一传
统行业已蔚然成风。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物资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重庆、山东等 10 个省份已建成
14个绿色拆解分拣中心，依托电网可再生
资源交易平台，促进了可再生资源统一管
控、集中回收、绿色拆解、公开竞价和循环利
用，助力了能源领域的绿色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变废为宝，循环经济有“魔力”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邵香云 白佳丽

1月 10日，古荣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平
措不用再钻进帐篷，数一数村民盖了多少
层棉被了。

定日县古荣村，是西藏定日 6.8 级地
震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10日这天，全
村 20户 107名受灾群众，抱起被褥、床垫
住进活动板房，成为此次地震中首批入住
板房的受灾群众。

当晚，活动板房里，亮起了灯光。次仁
平措揪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些，“每个板房
有18平方米，可以住四五个人，我们配备了
折叠床、桌子、炉子，也通上了电，争取让村
民们更有保障地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震区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四千
多米。当前正值隆冬时节，这里空气稀薄、
低温严寒，御寒保暖成为这次抗震救灾工
作的重中之重。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是党中央
对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的明确要求。地
震发生以来，各方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多措并举、全力以赴确保群众温
暖过冬。

从帐篷到板房，更多受灾群众正搬进
相对温暖的住处。

10日，400套活动板房在拉孜县曲下
镇开建；11日，萨迦县麻布加乡首个活动
板房开建……连日来，震区不断有活动板
房开工建设。

记者看到，这一批批折叠箱房为整体
结构设计，所有拼接处采用咬合式设计，密
封保温性能好，能实现一级防火、抗震、防
风、防漏雨。

“给每户分两套板房，再加上之前的帐
篷，每家有3个住处，基本实现了帐篷放物
资、板房住人。我们还给村民更换了体积
更大、散热更好的炉子，配备了牛粪、羊粪，

温暖过冬基本没问题。”定结县郭加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米玛次仁说。

从不通电到全覆盖，受灾群众用上了
更稳定的电力。

11日下午，随着震中定日县措果乡塘
仁村分散安置点的临时发动机被卸下，至

此，震中区域安置点全部接通市电。
“除接通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帐篷外，我

们陆续接通了不断新增的分散安置帐篷、
新建板房、各个救援单位的作业点、就医点
以及公共设施。”正在震中抢险的国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一线负责人说。

电来了，网也通了。截至 11日晚，定
日县古荣村、定结县乃村等多个临时安置
点，村民们看上了网络电视。在古荣村的
活动板房还实现了Wi－Fi全覆盖。孩子
们围坐一起，纷纷要求播放电影。

住得温暖，也要吃得安心。记者在多
个受灾点看到，政府发放的物资早已从最
初的方便面、面包等应急食品，变成了米面
油、牛羊肉和蔬菜等日常食物。

“随着安置工作的推进，受灾群众对生
活的需求出现了新变化，考虑到当地群众
的饮食习惯，我们送去了盐巴、茶叶、酥油
和牛羊肉，更好地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
活。”定结县委书记陶明君说。

定日县县域平均海拔4500米，让受灾
群众顿顿吃上热乎饭菜并不容易。在定日
县措果乡的安置帐篷里，记者看到，村民们
已经用上了新式的高原炊具，可以克服气
压低、水的沸点低等问题。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更多力量
正在汇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迅速向灾区调拨棉帐
篷、棉衣被、折叠床等 4.2 万件中央救灾
物资；相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调运电热
毯、取暖炉、棉被、棉衣、毛毯等物资 7.3
万件；爱心企业、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御
寒保暖物资、老人儿童用品等 35 万件救
灾物资……

信心与希望，正在雪域高原汇聚。
新华社拉萨1月12日电

一问：呼吸道疾病就诊有没有“爆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长高新强表示，监测显示，
近期处于流感相对高发期，但未超过上一年流行季的水平。全
国发热门诊、急诊患者数量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总体低于
上一年同期水平，未出现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徐保平介绍，该院
门诊这个冬季没有出现病人超常增多的现象。近两个月，内科门
诊就诊量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与2019年的水平一致。

二问：我国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态势如何？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表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仍
将呈现多种呼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态势，但均是已知病
原体，未出现新发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和就诊压力不会高于上
一年流行季。

王丽萍介绍，流感是当前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就诊的
主要疾病。目前，流感病毒阳性率上升趋势已经减缓，随着各地
中小学陆续放假，预计本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可能逐步下降。

三问：得了流感，什么情况应及时就医？

王丽萍表示，流感一般 1到 2周可以自愈，但如果出现持续
高热，伴有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神志改变、严重呕吐和腹泻等重
症倾向，患者应及时就诊。

此外，孕妇、儿童、老年人以及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属于高
危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容易引发重症，应尽快就医治疗。

四问：“中招”了该怎么用药？

徐保平表示，如果怀疑得了流感，可及时到医院就诊，根据
医生的处方使用药物。早期使用抗病毒药物可有效抑制病毒的
复制和传播，缩短流感病程，预防重症和并发症，但不建议自己
使用处方药。

徐保平说，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的常见疾病，以病毒感染为
主，多数没有特效抗病毒治疗药物，主要是对症治疗。常用药物
包括退热药、祛痰药和一些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中成药。

徐保平特别提醒，儿童应慎用镇咳药。同时，要特别关注用
药安全，不能随意增加药物剂量，也不能随意增加给药频次。

五问：流感相关药物供应情况如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洋介绍，工信部系统梳理
了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相关解热镇痛药物、抗生素、中药、小分子
抗病毒药物等产能产量情况，总体上供给充足、市场稳定。其
中，对磷酸奥司他韦、玛巴洛沙韦等小分子抗病毒药物进行了重
点监测调度，并组织企业做好生产供应和动态调配，保障群众用
药需求。

据介绍，近一年来常用的呼吸道疾病国产治疗药品没有出
现过断货情况，平台供应十分稳定。下一步，工信部将密切跟踪
呼吸道疾病发展态势，加强生产监测和供需对接，及时响应市场
需求。

六问：流感＋春运，医疗机构有哪些准备？

春节前后，受人群大规模流动等因素影响，流感的传播风险
会相对升高。

高新强介绍，目前相关重点药品生产供应和库存总体正常，
配送率也在正常范围内。从各级医疗机构反映来看，目前购药
渠道通畅，重点药品也按计划进行了储备。

高新强表示，各级医疗机构将加强重点药品短缺情况报告，
及时核实并做好供需对接。同时，多措并举保障基层医疗机构
用药需求。

七问：孩子反复“感冒”，是怎么回事？

有的孩子“感冒”刚好转，没多久又出现发热等症状，会不会
同时感染了多种病原体？

徐保平表示，同时感染的情况并不常见。多种病原体同时
流行，并不代表孩子会同时感染，多数情况下以单一病原体感染
为主。

不过，反复出现症状，可能是因为孩子先后感染了不同的病
原体。徐保平介绍，比如一开始感染了鼻病毒，之后又感染了流
感病毒。这个时候，孩子抵抗力的恢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应更
注意防护。

八问：之前没接种流感疫苗，现在来得及吗？

当前流感流行的优势株是甲型H1N1亚型。国家流感中心
的抗原性分析显示，与流感疫苗株匹配度良好，疫苗接种有效；
耐药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抗病毒药物敏感，药物治疗有效。

王丽萍表示，所有6月龄以上的人群，只要没有疫苗接种禁
忌，建议每年都接种流感疫苗。对于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员，
现在依然可以接种。疫苗在整个流感流行季都具有保护作用，
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减轻发病症状、减少并发症。

九问：久咳不愈，中医药有什么办法？

急性呼吸道感染后，有些患者久咳不愈。广东省中医院院
长张忠德介绍，中医药解决咳嗽的问题，首先要分清楚其是寒、
是热还是燥。寒咳的特点是咳嗽很频繁，咳的声音很重，伴有咽
痒，咳出清稀的痰或者白痰，可用疏风散寒止咳的药物；热咳主
要是咳嗽频繁、喉咙干痛、咳黄痰，脸色、舌苔偏红，可用清热化
痰止咳药物；燥咳表现为干咳，痰很少、很黏等，可用润肺润燥的
止咳药物。

张忠德介绍，还有一种特别的咳嗽叫作风咳，特点是阵发性
呛咳，风一吹咳嗽就加重，没有痰或者很少的痰，也有针对性治
疗药物。

十问：多种病原体流行，如何做好预防？

引起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常见病原体，还包括人偏肺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公众如何认识并预防？

王丽萍介绍，人偏肺病毒感染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都属
于自限性疾病，感染后，主要出现发热、咳嗽、流涕、鼻塞等呼吸
道症状，大多数症状可自行消失。对于儿童、老年人以及免疫功
能较弱的群体，可能会引起下呼吸道感染。

王丽萍说，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营养、适度体育锻炼等可以
增强抵抗病毒的能力。同时，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勤洗
手，遵守咳嗽礼仪，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居室通风等。对于
冬季的北方地区，推荐午间时段开窗通风。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当前呼吸道疾病
防治十大热点问答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西藏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见闻

商务部部署提振消费等
2025年八项重点工作

（上接一版）五是推动产业链供应
链国际合作，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
水平。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六是加强务实经贸合作，推动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完善经贸
合作机制，深化“丝路电商”合作，统筹推
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统
筹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

七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
多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全面参与世贸组
织改革，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
网络，深化双边经贸关系。

八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要全面
推进商务领域各项改革发展任务，推
进“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同时，要
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市场保供等
各项工作。

1月 12日，烟
台航标处工作人员
在山东烟台海域检
修灯浮标（无人机
照片）。

春运临近，各
地加强交通运输设
施设备检查维修，
守护春运安全。

新华社发

迎春运
检修忙

1月11日，在定日县曲洛乡措昂村的受灾群众安置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应急心理救援队专家谭惜仁（左二）带着孩子们跳舞。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态势
如何？得了流感怎么办？春运在即，医疗机构有哪些
针对性准备？……针对当前公众关切的呼吸道疾病防
治热点问题，国家卫生健康针对性委12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进行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