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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母爱无“碍”
——多地母婴室建设管理调查

“900公里高速，没找到一个能
用的母婴室。”不久前，母婴室成为
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网友们在
吐槽找寻、使用母婴室经历的同
时，也对理想中的母婴室提出了更
多期待。

现实情况与美好期待有怎样
的差距？如何更好地让母爱无

“碍”，让“宝妈”们早日实现“母婴
室自由”？记者近日走访多地进行
了调查。

找寻、使用母婴室存在不便

走进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一座
百货大楼的“妈妈小屋”，大小不一
的婴儿换衣台有序摆放，三间哺乳
房独立隔开，还有防溢乳垫、母乳保
鲜袋等爱心护理产品。在周边工作
生活的邹女士是这里的常客。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城市中
规模较大的商场、部分地铁站、高
铁站等公共区域大多配有母婴室，
大部分母婴室可满足喂奶、换尿布
等基本需求。但在一些规模较小
的商场、高速休息区等区域，母婴
室却不常见。

一些母婴室标识不够醒目是
许多受访者的共识。邹女士表示，
自己常去的几个母婴室条件都不
错，但由于不熟悉线上搜索渠道，
去陌生地方如无明显标识，容易陷
入“找不到、问不明”的窘境。家住
浙江余姚的“宝妈”龚女士回忆：

“时常要问工作人员，有时自己抱
着娃，跑上跑下找半天，确实不太
方便。”

找到母婴室位置后，排长队、
被占用、上锁、周边环境不佳等情
况也劝退不少家长。

部分受访者表示，有些母婴室
里面“锁不上”或外面“上了锁”，甚
至被无关人员占用，体验感大打折
扣。母婴室设置在厕所边有时异
味逼人，设置在吸烟室旁常常烟味
很重。“面对这样的情况，根本无法
在里面喂奶。”天津市民张女士说。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母婴室在
设施配备上参差不齐。家住广州
市越秀区的许女士今年夏天刚生
了宝宝，面对有的母婴室“一张哺
乳椅都没有”的情况，她只能选择
坐在马桶盖上勉强完成喂奶。此
外，洗手池有热水、室内有温奶器
等也是许多家长的共同需求。

现实与期待落差的背后

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等十部
门和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
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
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
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
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建
立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10平方米
的独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施。

但目前母婴室的设置还未达
到要求，与人们的期待也还有一定
距离。原因何在？

专家认为，经营者未设置母婴
室、一些人占用母婴室或将第三洗
手间等同于母婴室，反映出公众整
体意识有待加强。北京市两高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荆指出：“人流
量大的公共场所的经济价值一般
较高，在部分公共场所经营者眼
里，母婴室设置与经济利益本身没
有直接关联，更多的是社会责任的
体现，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母婴室
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前期规划也是一大原因。杭
州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
处处长李刚表示：“个别场所在前
期规划建设中没有预留空间，给后
期增设、改建带来难度，因此我们
会根据场地条件将母婴室进行等
级划分。现在对于新建场所，我们
会提前与场所主管单位沟通，为母
婴室预留合适场地。”

管理方面，专家认为，一是资
金投入不够。李刚表示，目前各地
出台的母婴室资金补助政策多是
一次性补助，持续性的资金投入
机制尚未建立。二是以劝导为主
的监管方式效果有限。“母婴室目
前暂未涉及处罚。”广州市母乳爱
志愿服务队母婴室项目负责人蔡
君说。

实现“母婴室自由”需各方努力

2021年，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
联合印发的《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
划（2021—2025年）》提出，到2025
年，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以上；所有应配备母婴设施的
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
设施。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各方
共同努力。

“完善标准，形成法律法规，才

能更好保障母婴权利。”张荆说。
近年来，各地在此方面持续探

索。广东省出台了母婴室安全标
准规范《母婴室安全技术规范》，深
圳市将“公共场所母婴室配备率”
纳入妇女发展规划指标体系；浙江
省实施了《母婴室建设与管理规
范》省级地方标准，规定了母婴室
的建设、管理、服务和监督与改进
的要求，以杭州为例，全市公共场
所母婴室已建成738个，标准化率
达到95％以上……

针对母婴室管理问题，各地也
不断创新做法。在浙江，“智慧母
婴室”服务平台的上线让家长们能
快速查到附近的母婴室并根据导
航路线找到准确位置，等级、设施
配置等详细信息也便于使用者进
行个性化筛选。在广东，广州为确
保“专室专用”，有的母婴室加装了
电子门锁，使用者拨打旁边张贴着
的联系电话，就会有值班人员第一
时间前来开门；深圳当地组建起母
婴室社会监督员队伍，建立专家
库，以评促建推动母婴室的服务及
运营管理。

蔡君表示，应加强对母婴室建
设维护单位的培训指导，同时持续
开展宣传科普，提升社会各界对母
婴室建设管理的重视和支持。“希
望在各方努力下，‘母婴室自由’早
日实现，我们‘宝爸宝妈’带娃出行
也能更放心。”龚女士的丈夫胡先
生对记者说。

（新华社记者 张晓洁 胡梦雪
栗雅婷）

海鸥逐浪海鸥逐浪舞动冬日舞动冬日

近日，成群结队的海鸥在青岛栈桥低空盘旋、翩翩飞舞，形成了冬日海滨一
道独有的风景。每年冬季，数以万计的海鸥从西伯利亚等地飞抵岛城栖息越
冬，人鸥和谐共生的画面已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大图为12月9日，游客在山东省青岛市栈桥景区赏鸥、游玩。小图为12月
9日，海鸥在山东省青岛市栈桥景区海面上飞舞。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减少新发残疾 心脑血管疾病这样防治
——来自2023年中国脑卒中大会的观察

起病急、危害大、易致残……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
脑血管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我国现有卒中患者1300余万人，心
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首要
死亡原因。

记者从12月10日在京举行的
2023年中国脑卒中大会获悉，我国
正不断完善心脑血管疾病救治体
系，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行动”落地见效。

成效斐然仍存差距

“我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从2015年的18.5％下降到2022年
的15.2％，下降率接近18％。”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
红说，我国高度重视慢性病防治工
作，这样的成绩对于14亿多人口的
大国来说，非常不易。

从编制《“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到出台《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从实施《中国
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2025年）》到联合多部门制定印发

《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
治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3—2030
年）》……脑卒中防治已成为近年
来我国慢性病防控工作必须啃下
的“硬骨头”。

中华预防医学会秘书长冯子
健表示，近年来，我国开展脑卒中
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卒中中心
及防治基地医院建设、关键适宜
技术规范及推广等一系列有益探
索，取得一定成效。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未来脑卒中
防治体系的日趋完善，仍需卫生
部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及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

“但是，当前部分指标与健
康中国行动 2030 年目标仍存差
距，特别是高血压知晓率、规范
管理率等。”郭燕红指出，近期印
发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
施方案，目的就是进一步细化工
作任务和要求，明确工作路径，
切实保障防治行动落地生效，争
取到 2030 年能够达到规定的目
标要求。

早诊早治减少新发

山东省宁阳县，一位57岁的男
性患者突发意识不清。120救护车
将其运送至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卒中门诊。颅脑CT检查、心电图
检查、血糖检测……抵达医院25分
钟内，这名脑卒中患者完成溶栓后
桥接。

这是我国基层卒中中心建设
的成果案例。

“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已建
成三级医院卒中中心604家，二级
医院卒中中心 1253 家。覆盖全
国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303 个地级市、1339 个区与
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
长李大川表示，我国卒中中心建
设在提升诊疗能力、推进多学科
融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进一
步提升区县覆盖率，达到60％以
上的目标，并完善卒中中心的质
量、控制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脑卒
中登记管理系统。

2016年12月，《脑卒中综合防

治工作方案》印发；2021年6月，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实施“加强脑
卒中防治工作，减少百万新发残疾
工程”；2023年7月，中国卒中专科
联盟等共同发起“健康中国 中风识
别行动”，并在12个省份及地区进
行试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百万减残工
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吉训明认为，一系列举措，
不断实现卒中患者早诊早治，降低
致残率。

关口前移降低风险

“脑卒中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
病，但也是一个悄悄而来的疾病，
可以在睡梦中发生。”吉训明表示，
更需要公众主动识别、有效处理，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控制肥胖、
吸烟、高血压等危险因素。

近期印发的心脑血管疾病防
治行动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加强健
康环境、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从健身运动、健康
查体、控烟等方面予以综合施策，
统筹推进；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意识，提高居民对心
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认识；重点监
测高危人群血压、血脂、血糖，形成
人人关注脑血管健康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一批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新书发布

新华社南京12月9日电（记
者陆华东）近日，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各
界在南京举行“铭记历史 珍爱
和平——2023年度南京大屠杀
史研究新书发布会”。《时间证人》
《宁生，宁生》等10余本新书发布。

新书发布会推出国家公祭、
南京大屠杀史主题社会教育类
出版物，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拉贝日记（青少版）》增
添了约翰·拉贝手绘图、大幅历
史图片、译者导读及延伸注释
等，增强了知识性，提升了阅读
亲近感。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肖像摄影
集《时间证人》，由摄影师速加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的工作人员历时5年完成。
书中收录了速加拍摄的马秀英、
王恒等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的肖像，幸存者证言，以及摄影手
记，为幸存者们留下了珍贵的“记
忆之书”。

南京大屠杀史外译和海外发
行工作不断加强。发布会上推出
了《南京大屠杀史》阿尔巴尼亚文
版，加之此前已出版的英文、希伯
来文、波兰文、韩文、印地文等版
本，形成了8个语种海外传播矩
阵，让国际社会了解南京大屠杀
历史真相。

新书发布会上，还推出了两
本历史基础研究类出版物，体现
相关史料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
最新成果。

中国杂技“奇妙之夜”
让法国青少年着迷

当地时间12月8日晚，法国
首都巴黎，可容纳4000多名观
众的法国凤凰马戏团演出帐篷
内座无虚席。中国大连杂技团
带来的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
持久、热烈的掌声，他们当中大
多是法国青少年。

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与法
国凤凰马戏团合作推出的这场
中国杂技“奇妙之夜”演出让观
众大饱眼福。轻盈飘逸、获得过
中国杂技比赛最高奖的《蹬伞》
（如图），惊险奇美、获得过法国
“明日”世界马戏节金奖的《流
星》，充满激情的《冬奥幻想，五
人吊环》，浪漫的《天地之间，绸
吊》……中国杂技的高超技巧与
现代舞美设计的完美结合让演
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观众完
全沉浸在表演中，时而屏息凝
神，时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
喝彩声。

大连杂技团副团长杨志伟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当
晚杂技团为观众带来了12个节
目。考虑到2024年法国将举办
奥运会，此次演出选取“体育”为
主题。为吸引青少年观众，杂技
团采用现代编排形式来表演传
统的杂技节目。

记者在散场时遇见了11岁
的亨利和8岁的伊丽丝兄妹俩，
他们对《流星》《冬奥幻想，五人
吊环》等节目中那些高难度的杂
技动作印象深刻。

亨利告诉记者，中国杂技表演
非常精彩，“现在，我特别想去中国
旅行，吃一碗热汤面，然后去看杂
技”。伊丽丝紧跟着说：“我也是。”

当晚，在马戏团演出帐篷的
入口处，记者看到《法国高中生
赴华秋令营——“我眼中的中
国”摄影展》。法国学生们拍摄
的关于中国历史古迹、美食以及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照片和他们
写下的感悟，吸引很多观众驻足
观看。

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
学易杰在活动发言中说，20年前
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就从大连
开启，他在大连学习中文，从此
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目前，法
国中小学中学习中文的学生有
四五万人，中文也是法国高校和
职业培训的学习语言之一，“中
文已成为法中友谊的载体”。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
致辞中表示，中法关系的累累硕
果离不开两国各界友人的长期
不懈努力，年轻学子是其中一
支特殊的力量。“今晚，在座的
大多数是法国学生。我从你们
身上看到了中法友谊的未来。
中国驻法使馆一直致力于推动
中法青年交流，希望通过举办这
样的活动，帮助你们推开了解
中国的大门。希望你们有机会
到中国走走看看，亲身感受当
代中国和中国文化。”
（新华社记者 唐 霁/文 高 静/摄）

美国考虑杀死
数万只“入侵”猫头鹰

横斑林鸮是原本栖息在美
国东部的一种猫头鹰，数十年来
将领地逐渐扩张至西部，严重威
胁西部本地猫头鹰生存。美国
政府因而考虑杀死数万只“入
侵”西部的横斑林鸮，目前正征
集公众意见。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2月11
日报道，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
理局就若干种保护西部本地猫
头鹰生存的方案征集公众意见，
其中包括在方案实施首年杀死
4.6万只横斑林鸮。征集意见时
间截止到明年1月16日。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
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希望

每年杀死一部分外来横斑林鸮，
今后30年间将这一入侵物种的
数量减少大约30％，从而给西部
本地猫头鹰提供“喘息之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横斑林
鸮已经出现在美国西部地区，近
年日益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
加利福尼亚州等地活跃，使得至
少两种本地猫头鹰数量锐减。

与西部本地猫头鹰相比，横
斑林鸮体型更大、领地意识更
强、攻击性更强，饮食来源更多
样，捕食对象包括昆虫、鼠、两栖
动物、鱼以及其他鸟类，甚至还
会攻击本地猫头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