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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
刘诗平）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1 日
启动 2024 至 2025 年度冰期输水工
作，预计到 2025 年 2 月底冰期输水
结束。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线公司全面做好冰
期输水运行各项工作，提升预测预报
能力，完善冰期输水调度方案，加强
多层次抢险救灾队伍体系建设，进一
步健全与沿线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
的联动机制，确保工程运行安全和效

益充分发挥。
自 2014 年 12 月通水以来，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经历了10个冰期，
经受住了多次极端寒潮天气的考验。
为做好本年度工程冰期输水，中线公
司增加了 18 套气象水温监测感知设
备实现实时监测，在工程沿线布设
104 道拦冰索、180 套融冰设备、110
套扰冰设备、15座排冰闸、4套液压耙
冰机，已完成应急抢险设备维护调试。

另据了解，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将于12月21日启动冰期输水。

南水北调中线启动冰期输水

新华社济南 12 月 1 日电（记者
高天）记者从山东黄河河务局获悉，
12 月 1 日，黄河山东段进入 2024 至
2025 年度凌汛期，山东黄河河务局
提前部署应对，防凌工作已准备就
绪。

黄河凌汛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
大等特点，且影响凌情变化的因素复
杂多变。山东黄河河务局防御处副
处长秦宏浩介绍，为保障黄河山东段
防凌安全，山东黄河河务局对河口、
滨州、淄博河段防凌准备工作进行了

督导，组织排查凌汛期风险隐患点及
各辖区内浮桥等涉河建筑物，督促指
导相关单位制定应急措施。

此外，山东各级河务部门对国家
常备防汛物资、防凌工器具进行了检
查和维修，检修调试水情测报、冰凌
观测、视频监控等设施，全面保障防
凌抢险需要。目前，山东共组织防凌
抢险队 8 支共 680 人，在沿黄各市河
务部门成立冰凌观测组共 85 个，在
河口、滨州组建 2 支黄河冰凌爆破
队，随时做好险情抢护准备。

黄河山东段进入凌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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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
12 月 1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一证通查”查询名下互联网账号服
务新增接入今日头条、携程旅行、拼
多多、饿了么、爱奇艺、小红书、大众
点评、贝壳找房、链家等 9 款互联网
APP，用户本人名下手机号码关联互
联网账号的可查范围扩增至25款。

据悉，针对一些用户反映的名下
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查询难、解
绑难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推

出了“一证通查”服务。用户通过工
业和信息化部政务微信号“工信微
报”，点击“服务”按钮，选择“政务服
务”中的“一证通查”，可查询本人名
下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数量。
查询结果会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送至
用户手机。如用户对查询到的移动
电话卡号或互联网账号结果有异议，
可联系对应电信企业或互联网企业，
查询明细信息，并按照相关攻略进行
注销、解绑等操作。

“一证通查”可查互联网应用
增至25款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湖畔，
一簇簇芦苇随风摇曳。

位于南洞庭湖畔的益阳市沅江
市是湖南省芦苇主产区。近年来，随
着我国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以芦苇为原料的造纸厂因污染问题
全部退出产能，失去这一重要经济价
值的芦苇，如何“涅槃重生”，创造新
的价值？

芦菇产业是当地利用芦苇转向
发展现代农业的第一步。

芦菇是以芦苇作为基质培育出
的食用菌。从 2017 年开始，益阳当
地相关专家开始尝试栽培驯化野生
菌，并在 2019 年实现突破。当前，已
有胶状鳞伞菇、春生田头菇、大球盖

菇等优势芦菇品种，发展前景广阔。
沅江市目前芦苇种植总面积达

45万亩，年产量大约35万吨，可以生
产约30万吨芦苇食用菌。

当前，沅江市培育起多家芦菌企
业，通过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
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
作，以芦苇作基质，实现大面积种植
推广和工厂化量产，研发芦菇米、冻
干菇、芦菇酱等多款生态健康食品。

产业链长、覆盖面广、适合大面
积推广……如今在益阳，芦菇已从芦
苇荡里的野生植物，变成当地开发绿
色新产业链的重要资源，带动许多乡
镇的经济发展。

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富兴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基地里，农户正忙着铺
设秸秆、播撒菌种、收获芦菇。随着
栽培技术的发展，原本生长在芦苇荡
中的芦菇，如今在合作社大棚里安家
落户。大棚内安装有控温控湿设备，
农户能根据芦菇生长培育所需要的
温湿度，进行实时调控。

合作社为周边群众提供了近 40
个工作岗位，让村民们可以在“家门
口”就近就业。在合作社工作的村民
张莲红说，忙完一天的工作，她仍有
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很知足。

富兴村村委委员黎声波介绍，合
作社有 8 个温室菌菇大棚和近 1000
平方米的芦菇高效生产工厂，发展芦
菇、赤松茸、羊肚菌等食用菌种植，并

与益阳洞庭芦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长期包销协议，出菇后，公司会
按照约定价格上门收购。

一些加工板材的企业也从芦苇
产业中发现了经济价值。今年，沅江
市与湖南积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了年产 50 万立方米芦苇刨花板
项目，总投资约 12 亿元。公司负责
人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可以将洞庭
湖区丰富的芦苇作为基础原料生产
家居制品，不仅可实现芦苇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有效缓解芦苇秆和
芦苇花腐烂后对湖区造成的污染，还
可实现对芦苇资源的高值化科学利
用。（新华社长沙 12 月 1 日电 记者 
阮周围  古一平  陈思汗）

变废为宝 野生芦苇荡里的产业转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

李雯）12 月 1 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世
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等联合国机构呼吁全球各国保护健
康权，解决艾滋病防治中的不平等问
题。

世卫组织表示，每个人都应能获
得所需的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护理服
务；每个人都应能不受歧视地获得卫
生保健服务，无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
状况、背景、性别或居住地点如何；相
关部门应优先考虑并覆盖弱势人群、
边缘化人群和高危人群。

世卫组织表示，通过尽早诊断和
坚持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健康长寿。
如果能按规定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使病毒载量保持在检测不到的水
平，这就意味着传播风险为零。通过
保护每个人的健康权，减少新发感
染，全球消除艾滋病威胁的目标可以

实现。
世卫组织官网资料显示，2023

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人数估
计约 3990 万，其中新增约 130 万，约
63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1 日与多
位演艺界知名人士联合呼吁世界各
国保护健康权，表示这对确保成功
终结艾滋病至关重要。艾滋病规划
署发布的资料显示，对女童和妇女
的歧视，包括拒绝女性受教育权利、
拒绝保护她们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
等，也在破坏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进展。

世卫组织于 1988 年将每年 12
月 1 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
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活
动，宣传普及预防艾滋病知识。今
年世界艾滋病日，中国的宣传活动
主题为“社会共治，终结艾滋，共享
健康”。

世界艾滋病日：
联合国机构呼吁保护健康权

12月1日，在南县浪拔湖镇太阳山村一秸秆饲料化利用工厂，工人在运输秸秆（无
人机照片）。 近年来，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坚持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特
点，积极探索多种秸秆利用方式，促进秸秆饲料化、饵料化、肥料化利用。目前，该县秸
秆综合利用率已达90%以上，实现变废为宝、化废为利。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影

秸秆利用 变废为宝
12月1日，在南县三仙湖镇三仙湖村一块稻虾田，村民翻动秸秆促进秸秆饵料化利用。

自 12 月 1 日起，中国给予包括
33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
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
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
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不少非洲人士表示，中国此举顺应全
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彰显大国担
当，以实际行动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
机遇，真正做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各国人民。

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
世界的现代化。农业是非洲的支柱
产业之一。近年来，借助免除关税、
设立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等
举措，贝宁菠萝、埃塞俄比亚咖啡、卢
旺达辣椒、科特迪瓦腰果等非洲优质
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也带动非
洲国家经济发展。据中国海关总署
统计，今年前 8 个月，中国自非洲进
口农产品货值 284.7 亿元人民币，比
去年同期增长4.8%。

津巴布韦前驻华大使、执政党津
民盟新闻宣传书记克里斯托弗·穆茨
万古瓦说，中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彰显中

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将进
一步促进非中贸易往来。“中国消费
者对非洲农产品的兴趣越发浓厚，津
巴布韦柑橘等农产品已成功输华。
未来，我们期待芝麻等农产品也能进
入中国市场！”

马达加斯加国际问题专家拉本
贾·克劳迪奥表示，中国的零关税举
措将惠及马达加斯加农产品、纺织、
水产、手工艺等主要出口产品，提高
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
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说，中国
的零关税举措将帮助最不发达国家
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带动非洲经济
发展并助力其减贫进程，切实推动最
不发达国家加速迈向现代化。

在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宝荣看来，除零关
税举措外，中方还积极探索综合施
策，助力非洲提升贸易水平和能力，
包括便利化贸易安排、提供跨境电商
支持、帮助非洲国家参展商赴华参加
各类展会等。

在 11 月上旬举办的第七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方为 37 个最

不发达国家的参展企业提供 120 多
个免费展位，同时扩容非洲产品专
区，集中展示非洲特色农产品。近日
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采取“一国一策”“一团一策”
方式，帮助非洲企业加强供需对接，
并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和
搭建服务……

坦桑尼亚未来企业发展公司是
参加第七届进博会的 34 家坦桑尼亚
展商之一，展品包括蜂花粉、天然蜂
蜜和蜂蜡等。公司养蜂顾问杰克逊·
姆波内拉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次参展
将为当地蜂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铺
路，也标志着坦桑尼亚蜂蜜品牌向进
入全球市场迈出坚实一步。

“中国近年来推出的免关税、开
辟绿色通道、提供跨境电商支持等多
项扩大开放举措，为非洲企业提供巨
大发展机遇。”姆波内拉说，“中国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非中实现互利
共赢的重要桥梁！”

马达加斯加的羊肉产品今年首
次亮相进博会。这个非洲岛国农业
资源丰富，农业人口众多，但受制于
落后的基础设施和薄弱的农业生产

条件，农业现代化发展潜能亟待挖
掘。

马达加斯加农业和畜牧业部农
业和畜牧业总司长米歇尔·阿农德拉
卡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
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将大大激发马达
加斯加农民养殖山绵羊的积极性，为
农民脱贫致富和国家农业现代化发
展提供可行路径。

专家表示，中国给予最不发达国
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的重
要意义在于聚焦以贸易促发展，帮助
最不发达国家逐步摆脱在全球经贸
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中方举措将有
力驱动全球南方经贸合作。

杨宝荣认为，全球南方国家要充
分利用自身资源和市场巨大潜力持
续扩大互补性合作，关键在于克服贸
易瓶颈，进而带动国际产业结构的优
化。“非洲是最不发达国家最集中的
大陆，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旨在通过规
模贸易带动产业合作升级，提升中非
合作质量，并带动更多南方国家参与
到共建现代化进程中来。”（新华社北
京12月1日电 记者 刘佑民  杨骏）

共享机遇  共促发展
——中国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受到非洲国家欢迎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记者
徐鹏航）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
12月1日，全国医保正式上线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
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等 5 种门
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服务。

这是继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
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
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5 种门诊慢特病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县域可及之后的
又一医保福利。截至目前，全国所有
医保统筹地区作为就医地均能提供
10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
医保直接结算服务。

今年 9 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

部发布《关于稳妥有序扩大跨省直接
结算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的通知》，
明确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5 种
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纳入跨省
直接结算范围，并于 2024 年 12 月底
前，由国家组织所有统筹地区统一上
线门诊慢特病扩围病种的跨省直接
结算服务。

据介绍，参保人按照参保地规定
完成医保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后，可
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在“异
地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
下的“异地就医更多查询”－“门慢特
告知书”，了解参保地门诊慢特病相
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结算
流程等内容。

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
实现跨省直接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