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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组数字看
医疗卫生服务“强基层”

近期高温天气
为什么范围广时间长强度大

2022年全国夏粮
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今夏我国
补水9.68亿立方米

复苏华北河湖生态环境

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超
440万人

截至2021年底，全国建有各
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98万个，卫
生人员超440万人，实现街道、社
区，乡镇、村屯全覆盖。第六次卫生
服务统计调查显示，90％的家庭15
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

而在2012年，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数量为91万余个，卫生人员
约340万人。

此外，近10年来，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床位数从132万余张增加
到171万余张，基层医疗卫生人员
中的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数量
从100.9万人增加到161.5万人。

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十
三五”以来全县增加了1200个卫
生技术人员编制，每年公开招考
200名本科及以上人员充实到县
乡医疗机构。习水县县长冉崇庆
介绍，截至目前，累计投入18亿元
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标准化
建设，基层服务能力得到很大提
升，县域内就诊率达92.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络不断

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
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
制更加完善。”国家卫生健康委基
层司司长聂春雷说。

基层诊疗量占比长期保
持在50％以上

“强基层”是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和工作内容。
据介绍，目前基层诊疗量占比长期
保持在50％以上。

聂春雷介绍，为持续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
委先后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优质服务基层行”等活动，出台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标
准，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提档
升级设施设备。目前，符合条件的
基层机构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和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
保定点范围。

针对近几年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门诊占比有所下降的现象，
聂春雷表示，实际门诊人次仍在上
升，衡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还要看
综合服务能力，包括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其他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成立32万个村（居）公共
卫生委员会

据介绍，目前全国已成立32
万个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夯实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基础。

疫情是一次“大考”。疫情发
生以来，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
完成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发挥
着“哨点”“探头”作用，承担了筛
查、转运、流调、核酸采样、疫苗接
种等大量疫情防控工作。

这也是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提升的一个缩影。“每年有上亿
高血压患者和3500万以上糖尿病
患者需要他们去随访，分别超过
1000万的孕产妇和新生儿需要他
们去做访视，有几千万儿童需要他
们提供疫苗接种服务，还要为1亿
多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体
检……”聂春雷说，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的服务能力在稳步提升。

组建超 42 万个家庭医
生团队

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基本

实现所有地市和县（市、区）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组建超过42万
个家庭医生团队。

“居民签约家庭医生服务之
后，能够获得基本医疗、预防保健
以及健康指导等多项服务。”北京
市朝阳区南磨房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张亚兰介绍。

以朝阳区为例，推行“1＋6＋
N”的特色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
1是基本服务包，适合普通人群，服
务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医疗、公共卫
生和一般健康管理等；6是个性化
服务包，主要针对重点人群，如慢
性病患者随访、妇女儿童保健、老
年人体检等；N是定制服务包，针
对的是民政、残联等部门认定的特
殊人群，可享受上门服务。

“不过，家庭医生不是上门医
生或私人医生。”张亚兰表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实际上是一种服务
模式的转变，更倡导长期稳定的契
约服务关系，可为签约居民特别是
慢病患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
供包括长期处方等在内的医疗卫
生服务。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

90％的家庭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基本实现所有地市和县（市、区）开展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工作进展成效。一组数字，折射出这10年变迁。

监测显示，今年6月以来（截
至7月12日），我国平均高温日数
5.3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4天，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中央
气象台14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

6月13日以来，我国出现今
年首次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影
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
强。截至7月12日，高温事件已
持续 30 天，覆盖国土面积达
502.1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过
9亿。全国共有71个国家气象站
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河
北灵寿、藁城、正定和云南盐津日
最高气温达44℃以上。

受高温天气影响，河北、河南、
山东等地电网用电负荷创新高；浙
江东部、河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
南部、四川北部等地土壤墒情偏
差，部分地区旱情持续或发展；浙
江、四川等地多人确诊热射病。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
6月，全球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约
0.4℃，为1979年以来最高，其中俄
罗斯北部、欧洲西部等地偏高2℃
以上。进入21世纪以来，北半球
夏季高温热浪事件日渐频繁。

数据显示，进入本世纪我国

大范围持续高温事件典型年份有
2003年、2013年、2017年等。总
体看来，今年的高温事件开始时
间早于上述3年，持续时间和历史
极值站数目前还不及这3年，影响
范围和单站最高气温虽不及2017
年，但已超过2003年和2013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
出，最近50年全球变暖正以过去
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
生，气候系统不稳定加剧。据国家
气候中心分析，全球变暖是北半球
高温热浪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景，
大气环流异常则是6月以来全球
多地高温热浪频发的直接原因。

6月以来，在北半球副热带地
区上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带、
大西洋高压带和伊朗高压均阶段
性增强，由此形成大范围的环球
暖高压带。暖高压带控制下，盛
行下沉气流有利于地面增温，加
之大范围高压带作用下空气较为
干燥，不易形成云，也使得太阳辐
射更容易到达地面，导致高温频
发且强度较强。

具体到我国，目前正在持续
的拉尼娜事件也提供了重要的气
候背景。根据统计分析，在多数

拉尼娜事件次年夏季，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易偏北。6月下旬以
来，副高北抬，特别是台风“暹芭”
于7月上旬北上后，副高加强西
伸，伊朗高压东伸，并与中纬度大
陆高压相结合，在我国上空形成
稳定的暖高压带，进而造成大范
围高温天气。此外，副高携带的
水汽也使我国中东部地区湿度较
大，导致体感温度更高。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7日至
20日，四川盆地、江汉、江淮、江南
西部和北部沿江、华南西北部等
地将出现降雨过程，高温天气有
所缓解，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将
持续高温闷热天气。21日之后，
南方地区高温将再次发展，范围
扩大，福建、江西、浙江南部等地
日最高气温可达39℃至4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提示，长时间的高温对电力保障、
公众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会造
成一定影响，大家应尽量避免在
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下
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
间。做好防暑措施的同时，还应
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大以及电
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引发
火灾等。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
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
数据，2022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739万吨（2948亿斤），比上年
增加143.4万吨（28.7亿斤），增长
1％。其中，小麦产量13576万吨
（2715亿斤），增长1％。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度，克服冬小麦晚播、农资价格上
涨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不利因
素影响，夏粮实现增产丰收。”国家
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说。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
积稳中略增。2022年全国夏粮播
种面积 26530 千公顷（39795 万
亩），比上年增加 92.1 千公顷
（138.2万亩），增长0.3％，连续两
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提高。2022年
全国夏粮单产 5555.6 公斤/公顷

（370.4公斤/亩），比上年增加34.9
公斤/公顷（2.3 公斤/亩），增长
0.6％，其中小麦单产5912.3公斤/
公顷（394.2公斤/亩），增加43公斤/
公顷（2.9公斤/亩），增长0.7％。

王贵荣分析，全国夏粮单产小
幅提高，一是因为气象条件总体有
利；二是多项措施精准发力，如针
对局部地区疫情影响，及时打通农
民下田、农资到店、农机上路等堵
点卡点，推动春管夏收有序开展；
三是生产条件持续改善，近年来，
各地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中
低产田改造力度，着力改善农田基
础设施条件，培育推广优良品种，
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促进粮食单产水平稳步提高。

“2022年我国夏粮生产喜获
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
良好基础，为稳物价保民生、稳定
经济大盘、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提供了坚实支撑。”王贵荣说。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申 铖 王悦阳）财政部14日
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105221亿元，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按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10.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47663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
后增长1.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
降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57558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增长4.7％，按自然口径计算
下降7.9％。全国税收收入85564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0.9％ ，按 自 然 口 径 计 算 下 降
14.8％；非税收入19657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8％。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看，上
半年，国内增值税19136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0.7％，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5.7％。国内
消费税95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9.8％。企业所得税 28388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个人
所得税78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8.7％。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

体向好，加快推动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落地见效，6月份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企稳回升。”财政
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乾
说，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6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3％，由5月份的负增长转为正
增长。下半年经济有望持续回升
向好，在此基础上，预计财政收入
将逐步回升。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8887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9％。其中，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563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257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9％。

“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
有力保障。”薛虓乾说，科学技
术、农林水、卫生健康、教育、社
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分别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3％、11％、
7.7％、4.2％、3.6％。

上半年财政收入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水
利部14日发布消息称，华北地区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2022年夏季
行动近日结束，累计补水9.68亿
立方米，推进了华北地区河湖生
态环境复苏和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

从5月27日开始实施的此
次补水行动，置换了12.68万亩
沿线地下水农灌区，有效压减了
超采区地下水开采量；唐河、沙
河等常年干涸河流实现全线贯
通，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漳卫新
河实现贯通入海；华北地区河湖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河湖管护得
到强化。

据介绍，此次补水行动涉及
5条补水线路，19条补水支线，
39条（个）补水河湖，丹江口水
库、密云水库等12个水库参与
补水，南水北调中线11个退水
闸、分水口参与调度。9.68亿立
方米的补水量中，南水北调中线
补水2.13亿立方米，另外7.55亿
立方米的补水为京津冀当地水
库等提供。

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由中建三局承建，目前主体建筑已完成
施工。该项目依托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的科研优
势，以航空轮胎动力学大科学装置为核心，建设与之配套的航空轮胎硬核科技中心和
航空轮胎制造试验基地。

大图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
小图为在广州市黄埔区的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工人在室内装修作业。

（新华社记者 邓 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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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
者戴小河）国家能源局14日发布
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全社
会用电量累计4097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9％。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5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3％；
第二产业用电量2741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3％；第三产业用电量
6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6112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9.6％。

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4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日均用
电量环比增长14.7％。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105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2.4％；第二产业用电量
49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8％；第
三产业用电量1351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0.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7％。

上半年我国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9％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申 铖 王悦阳）财政部预算
司一级巡视员兼政府债务研究和
评估中心主任宋其超14日表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落实积极财
政政策的重要抓手。截至今年6
月末，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1
万亿元。今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
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

他表示，专项债券在带动扩
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应对
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2020
年至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分

别为 3.75 万亿元、3.65 万亿元、
3.65万亿元，持续保持较高规模。
今年以来，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了
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推动各地
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节奏。

宋其超表示，上半年，已发行
的新增专项债券共支持超过2.38
万个项目，其中在建项目约1.08
万个，新建项目约1.3万个；各地
共安排超过2400亿元专项债券资
金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有效发
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
作用。

上半年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3.41万亿元

66月月77日日，，收割机在山东省青州市黄楼街道收割机在山东省青州市黄楼街道
孙家村麦田里收获小麦孙家村麦田里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