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

“季节性流感包括甲型 H1N1、甲型
H3N2亚型以及乙型流感。”中国疾控中心
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介绍，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南方省份近 3 周乙型
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至36.8%，北方省份
近 5 周 乙 型 流 感 病 毒 占 比 持 续 上 升 至
57.7%，一些省份乙型流感病毒占比已超过
甲型流感病毒。

部分公众关心感染过甲流的患者是否
仍可能感染乙流。对此，王大燕表示，得
了甲流后产生的免疫反应，对乙流不能提

供有效的免疫保护。即使本次流行季得过
甲流，也还有可能再次感染乙流。目前，
流感疫苗中包含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组分，建议高风险
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监测数据还显示，元旦假期后全国新
冠疫情仍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哨点医院
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保持在1%以下，新冠
病毒 JN.1 变异株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专家
研判认为，近期我国将继续呈现多种呼吸
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态势，新冠病毒感
染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我国优势流
行株。

病原诊断很重要 须针对性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
强表示，公众感染流感病毒、新冠病毒等病
原体以后，建立的免疫力并不持久，可能出
现反复感染，且这些病原体之间也没有交叉
免疫，不同病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替感染。
从而容易导致上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继发
细菌感染等。

专家建议，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要及
时进行病原诊断，明确诊断后针对性治疗。
通过针对性治疗可以有效缩短病程，降低进
一步传播风险、降低住院和重症风险。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养护正
气是预防呼吸道症状反复发作的关键。患者
在患病期间或康复过程中，规律的睡眠对于
提升正气非常重要。保持饮食清淡、营养丰
富，不吃油腻辛辣刺激食品，注意防寒保
暖。同时，不要乱用药、乱投医。

呼吸道感染容易诱发或加重老年人群心
血管疾病。对此，专家特别提醒，心血管疾
病患者发生呼吸道感染，应积极治疗，对于
年龄大于65岁以上，既往有冠心病、慢性
心率衰竭等病史的患者，不要出现感冒样症
状后选择忍耐，而要积极尽快到医院就诊。

强化医疗力量配备
优化就诊流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
司长米锋表示，要积极调配医疗资源，优化
就诊流程，保障医疗用品供应。做好医疗资
源储备，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王贵强表示，针对不同类型呼吸道疾
病，各级医疗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精细化
管理和个性化治疗。包括增加发热门诊、感
染、呼吸相关科室人力资源，尽可能开放门
诊服务，强化医疗资源整体配比，减少患者
就诊等候时间；高水平医院对下级医院，包
括社区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专业支
持，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常见呼吸道
疾病诊疗；实行线上挂号，尽量减少就诊人
员聚集，充分发挥互联网诊疗优势；强化病
原体检测，提高抗生素使用针对性，促进规
范合理使用相关药物等。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 顾天
成 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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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回应关切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
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
态多元、潜力巨大。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事业产业
协同，加快银发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
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共享发展
成果、安享幸福晚年，《意见》提出了4个方面26项举措。

一是发展民生事业，解决急难愁盼。引导餐饮企业、养
老机构等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拓展居家助老服务，发展社区
便民服务，引导老年日用产品实体店合理布局，发展社区嵌
入式服务设施。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加强综合医院、中医医
院老年医学科建设，推进医养结合。加大养老机构建设和改
造力度，提升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能力。丰富老年文体服
务，组织开展各类适合老年人的体育赛事活动。提升农村养
老服务。

二是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发挥国有企业引领
示范作用和民营经济生力军作用。推进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布局 10 个左右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区。提升行业组织效
能，支持组建产业合作平台或联合体。推动品牌化发展，培
育银发经济领域龙头企业。开展高标准领航行动，在养老服
务、适老化改造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拓宽消费供给渠
道，引导电商平台、大型商超举办主题购物节，支持设立银
发消费专区。

三是聚焦多样化需求，培育潜力产业。强化老年用品创
新，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推广应用智能护理机器人、
家庭服务机器人，大力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抗衰老产
业，推动生物技术与延缓老年病深度融合，开发老年病早期筛
查产品和服务。丰富发展养老金融产品，加强养老金融产品研
发与健康、养老照护等服务衔接。组建覆盖全国的旅居养老产
业合作平台，培育旅居养老目的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开展数字适老化能力提升工程。

四是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发展环境。围绕康复辅助器
具、智慧健康养老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科
技攻关项目。保障养老服务设施和银发经济产业用地需求，
支持利用存量场所改建养老服务设施。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
大对养老服务设施、银发经济产业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推
进人才队伍建设，健全数据要素支撑，依法严厉打击涉老诈
骗行为。

《意见》强调，发展银发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
人民福祉。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完
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发
展
银
发
经
济
增
进
老
年
人
福
祉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
意
见
》 自1月15日起，铁路部门优化车票改签规

则，扩大车票改签范围，旅客在开车前和开车
后当日均可改签预售期内车票，将进一步便利
旅客购票出行。

按照现行规则，火车票在开车前
48小时以上，可以改签预售期内任意
车次，开车前不足 48 小时以及开车
后，仅可改签乘车日 24 时之前列车。
新规实施后，车票改签范围扩大，旅
客在开车前和开车后当日均可改签预
售期内车票，开车前 48 小时以上的，
不收取改签费；开车前不足48小时以
及开车后的，改签乘车日期之前 （含
当日） 车票的不收取改签费，改签乘
车日期之后车票的根据办理时间梯次
核收改签费，具体改签规则可通过铁

路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查询。
火车票改签规则优化后，旅客办理改签的

选择更多，调整行程更加方便。
（来源：三秦都市报）

1 月 15日起火车票改签有新规

据新华社天津1月13日电 （记者 周润
健） 近日一则“未来5年都没有大年三十”的
消息引发公众关注。消息称，2024 年 2 月 9 日
是近年来最后一个大年三十，因为从2025年起
至2029年都没有大年三十，只有大年二十九。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大年三十时有时无是正常
历法现象，系农历大小月所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
婧介绍说，我国农历中的月是按月亮盈亏圆缺变
化的周期定义的，称之为“朔望月”。这源于我国
历法规定，将完全看不到月亮的那一天定为农历
初一，称之为“朔”；看到满月的那一天称之为

“望”，可能出现在农历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
七；再到下次“朔”的日期为下一月的农历初
一。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就是“朔望月”。

由于月球、地球、太阳之间的相对运动是
自然节律，朔的确定要根据月亮和太阳的真实
位置来确定，朔的时刻可能会落在一天的任何
时间，所以每个“朔望月”也不相同，一个朔

望月的平均长度为29.5306天。由于一个月的天
数要用整数表示，因此有时是小月 （29 天），
有时是大月 （30天），而且大小月的出现并非
一大一小这样的间隔排列，也有可能出现连续
几个大月或连续几个小月的情况，这需要通过
精确的计算来确定。但总的来说，大月的数量
要比小月多，同样有大年三十的农历年份要比
没有大年三十的农历年份多。

杨婧表示，大年三十“缺席”的情形差不
多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如 2013 年、2016
年、2022 年，甚至于还有可能会连续“缺
席”，如2025年到2029年连续5年、2039年至
2041 年连续 3 年都没有大年三十。但连续 5
年，腊月均逢小月，都没有大年三十，比较罕
见。正因如此，这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

杨婧表示，虽然大年三十时不时地就玩一
回“消失”，但不管是大年二十九还是大年三
十，除夕一直都在，人们吃年夜饭、祭祖、守
岁，一起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今年的大年三十还在，未来5年的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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