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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南靖县山城卢宇超小吃餐馆不

慎遗失南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8月 13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6270060004，现声明作废。

▲漳州市灯谜协会因不慎遗失福
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
城西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 》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990000172602， 账 号 ：
9080215010010000001324， 编 号 ：
391000504977，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贞观食品商行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有效
期至：2023年 10月 21日，许可证编号：
JY13506020074307，声明作废。

▲南靖县陈金木不慎遗失车号：
闽 ED09261 轿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闽通卡，证号：闽交运管漳字
350627600091号，声明作废。

▲南靖县陈智煌、张珠雪不慎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壹张，出生证编号：
R350043166，声明作废。

▲母亲张舒惠不慎遗失第一孩儿
叶 镒 朋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证 号 ：
R350732893，声明作废。

▲漳州市达伟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闽E76895货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证，证号：350603203540，声明
作废。

▲福建向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芗
城分公司职工曾凡军不慎遗失《职工
养 老 保 险 手 册》，社 会 保 障 号 码 ：
35062819780110053X，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奔大康餐饮店不
慎遗失漳州市龙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603MA8UGTBC3R，现 声 明 该

《营业执照》副本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北星村民委员
会因不慎遗失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斗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990000442206，账
号 ：9080214010010990200614，编 号 ：
391002711418，声明作废。

▲父亲陈振森、母亲陈思敏不慎
遗失第一孩儿陈欣桐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T350312493，现声明
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奔大康餐饮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
期至 2027 年 2 月 9 日，许可证编号：
JY23506030096106，声明作废。

▲ 平 和 县 曾 勇 泉 、杨 雪 梅 夫
妇 不 慎 遗 失 第 一 孩 曾 宇 轩《出 生
医 学 证 明》，证 号 ：H350218805 ，声
明 作 废 。

▲漳州利达纺织有限公司职工张
艳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
会保障号码：350600197404151521，声
明作废。

▲ 漳 州 市 紫 山 冷 冻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职 工 洪 小 明 不 慎 遗 失

《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手 册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350621197301104716 ，声
明 作 废 。

原址在龙文区步文镇土白
村 109号房屋，现拆迁安置于荣
昌花园厚泽苑 10幢 303号。今林
镇根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
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
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
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
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
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林镇根
2024年4月11日

声明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何亚东 11 日说，中国风电等新能源
企业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善的产
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实现了
快速发展，赢得了竞争优势，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这是任何补贴也补不出
来的。中国新能源产业致力于为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优质产品，为包
括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国绿色转型作
出了积极贡献。

欧委会近日宣布根据《外国补贴
条例》，对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发
起补贴调查。商务部贸易救济局负
责人日前已在布鲁塞尔向欧委会贸
易救济主管部门负责人当面提出严
正交涉。何亚东在商务部11日举行
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回应时作
出上述表述。他说，欧方做法明显违
背自由贸易原则，严重干扰中欧产业
正常合作，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将严

重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
绿色转型进程，损害各国企业投资欧
盟的信心，也会削弱中欧互信。中方
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何亚东说，欧盟不能一手高举应
对气变大旗，口口声声倡导绿色合作，
却另一手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
正常国际绿色贸易和投资横加限制，
在应对气变上奉行双重标准。欧方做
法恐将使其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阻挠
者、中欧投资合作的干扰者和双方经
贸互信的破坏者。全球绿色产业方兴
未艾，中欧绿色合作空间广阔。中方
希望欧方摒弃保护主义做法，重回合
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切实为中欧
企业绿色合作提供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竞争环境，让绿色真正成为
中欧经贸关系的底色。中方将密切关
注欧方后续动向，保留采取必要措施
的权利，坚决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商务部：

中国新能源企业快速发展
得益于多重因素而非补贴

4 月 10 日，青岛奥帆基地
码头，学生与科考队员在“雪
龙”号前合影留念。

当日，“雪龙”号极地考察
船停靠山东青岛。考察队于
2023年11月1日从国内出发，

历时5个多月，总航程8.1万余
海里。自然资源部与山东省人
民政府在青岛奥帆基地码头举
行欢迎活动，之后，“雪龙”号将
举办为期三天的开放日活动，
供社会公众参观。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日从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由该部门组织
开发的 111 个国家职业标准已上线
公示。调酒师、美容师、婚礼策划师
等职业“国标”将逐步完善。

据介绍，这些国家职业标准对各
职业的定义、技能等级、培训要求等
作了详细规定。

以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国家职业标
准为例，该职业共设5个等级，分别为
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
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标
准详细列明了每个等级相应的工作内
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初级工需掌握母乳喂养知识、

拍嗝的流程与注意事项、辅食添加
顺序与注意事项等知识技能；高级
工则需能为孕妇及家属解释重要产
检项目内容、能评估与改进婴幼儿
喂养策略等。

国家职业标准还对各职业需具
备的理论知识、技能要求各项权重进
行了详细规定；在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方面，列明了申报条件、评价方式、评
价时长等。

本次组织开发的 111 个国家职
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
截止日期为4月25日，公众可按公示
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反馈意见或
建议。

人社部门公开征求意见
为111个职业制定“国标”

据新华社电 帕金森病是一种老
年期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慢性疾
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困扰
和负担。4月 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
日。专家介绍，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
森病可以综合发挥西医药物治疗的
快速有效和中医药治疗的整体调理
作用，实现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进展、
改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等目标。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
主任医师孙林娟介绍，帕金森病表现为
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静止性震颤、
肌强直和动作迟缓等运动症状即俗称
的“抖、僵、慢”，是其三大核心症状，非
运动症状则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抑郁、
嗅觉减退、便秘、智能减退、疼痛、麻木
等。从中医学角度来看，帕金森病属于

“颤病”“拘病”或“颤拘病”范畴，发病隐
袭，病程较长，逐渐加重，难以逆转。

“虽然帕金森病尚无法完全治
愈，但中医药治疗具有辨证论治、综
合调理的优势，可以通过调理身体的
阴阳平衡、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改善
患者的症状和生活质量。”孙林娟说，
中医药治疗还能减轻化学药物副作

用、延长药物有效治疗时间，从而对
帕金森病患者的长期效果更佳。

通常，中医药治疗帕金森病采用
多种手段，除了中药、中成药以外，中
医外治法的作用日益显现。孙林娟
举例说，针刺治疗对帕金森病伴有运
动功能障碍的患者效果较好；帕金森
病伴排尿障碍者可以尝试艾箱灸气
海穴、关元穴；帕金森病伴便秘者可
用大黄粉贴敷神阙穴。

“中医药可用于帕金森病全程治
疗。”孙林娟说，帕金森病早期可在中
药治疗的同时选用太极拳、五禽戏等
中医运动疗法进行力量训练；对于症
状控制不满意且病情影响工作生活
的患者，在中医药治疗基础上，可根
据“剂量滴定”原则合理使用抗帕金
森病西药；对药物治疗反应不佳或出
现严重并发症的患者，可选择深部脑
刺激方法。

专家提示，出现表情呆板、走路
拖步、转身易摔倒等迹象时应尽早就
医；患者确诊帕金森病后应积极配合
治疗，定期复诊，及时调整方案，以实
现最佳疗效。

知“帕”不怕

中医介绍如何缓解帕金森病症状

国家统计局 1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0.1%，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下降 2.8%，环比下降 0.1%。国
内物价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3 月
份，受节后消费需求季节性回落、市
场供应总体充足等因素影响，全国
CPI环比季节性下降，同比涨幅有所
回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
师董莉娟说。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
占比较高。3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
降 2.7%，降幅比上月扩大 1.8个百分
点；环比下降3.2%。

董莉娟分析，3月份，节后消费需
求回落，加之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市场供应总体充足，鲜菜、
猪肉、鸡蛋、鲜果和水产品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 11.0%、6.7%、4.5%、4.2%和

3.5%，合计影响CPI环比下降约 0.54
个百分点，占CPI总降幅五成多。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中占有较
高比重。针对猪肉价格未来走势，中
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朱增勇表示，当前，养殖户市
场看涨情绪渐浓，补栏积极性较高，
同时新生仔猪量环比增加，后期生猪
供给仍较充裕。鉴于市场供需基本
面并未反转，下半年猪价总体季节性
上涨，但出现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

3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7%，环比下降 0.5%，其中，飞机票、
交通工具租赁费和旅游价格环比分
别下降 27.4%、15.9%和 14.2%；春装
换季上新，服装价格环比上涨 0.6%；
受国际金价和油价上行影响，国内金
饰品和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5.8%
和1.2%。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3月份工
业品供应相对充足，PPI 同比下降
2.8%，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 0.1%，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
董莉娟表示，3 月份，国际输入

性因素带动国内石油、有色金属相关
行业价格上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
环比分别上涨 1.1%、0.2%；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
0.6%。煤炭供应总体平稳，采暖用煤
需求减少，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
比下降 1.6%。钢材、水泥等行业市
场需求恢复相对缓慢，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水泥制造价格均环比
下降 1.2%。消费品制造业中，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纤
维制造业、纺织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7%、0.3%、0.2%；农副食品加工业价
格环比下降1.1%。

记者近期走访部分商超、批发市
场、电商平台了解到，消费需求总体
持续恢复，市场信心逐步增强，重要
民生商品供应有保障。

大润发龙文店是福建省漳州市龙
文区的较大商超。该店店长陈明说，

近期以来，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回暖，牛
肉、蔬菜品类需求增长较明显，整体民
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保持平稳。

重点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青团、应
季生鲜等部分商品需求走高，多数商
品销售持续增加。“我们在入春后增加
本地春菜、鲜活水产等应季生鲜食材
供应，在更多城市开设服务站点，增加
站点密度、站点容量及品牌选择，满足
市民一站式购齐的即时消费需求。”美
团小象超市有关负责人说。

“随着商品和服务需求持续恢
复，叠加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带
动，同时考虑到翘尾下拉影响减弱，
预计居民消费价格将呈温和上涨态
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
此前表示，目前国际输入性因素仍然
存在不确定性，但是随着大规模设备
更新相关政策推动落实，相关行业需
求有望得到提振，同时消费需求恢复
有利于消费品制造业价格上涨，总体
来看，PPI有望低位回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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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3月份CPI和PPI数据

国家医保局 11日发布《2023年
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示，
截至 202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约13.34亿人。

“按应参人数测算，我国医保参
保率保持在 95%以上，总量规模得
到巩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
规司副司长朱永峰介绍，从 2024年
3月底的最新情况看，居民医保参保
规模与 2023年同期基本持平，说明
我国参保大盘稳定。

目前，我国正健全世界最大基
本医疗保障网，让参保底线更牢靠、
参保质量有提升、参保结构更优化。

——参保底线更牢靠。2023
年，原承担医保脱贫攻坚任务的 25
个省份通过医疗救助共资助 7308.2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153.8

亿元，人均资助210.5元，农村低收入
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稳定在 99%
以上，有效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据监测，2023年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制度”惠及农
村低收入人口就医1.8亿余人次，帮
助减轻费用负担 1883.5 亿元。经

“三重制度”报销后，有近一半的困
难群众年度住院医疗费用负担在
1000元以下。

——参保质量有提升。在2022
年剔除省份内重复参保、无效数据
近 4000万人的基础上，2023年继续
剔除跨省重复参保 1600万人，考虑

“去重”影响后，参保人数在 2023年
实际净增约400万人，参保质量进一
步提升。

一组数据更有说服力：2023 年

全国门诊和住院结算 82.47亿人次，
同比增长 27%，参保群众就医需求
得到保障；2023 年有 126 种药品新
纳入目录，其中有 57个药品实现了

“当年获批、当年纳入目录”；2023年
跨省直接结算1.3亿人次，更多参保
群众便捷享受医保服务。

——参保结构更优化。2023年
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约 13.34亿人，
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3.71亿
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9.63 亿
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增加 900 万
人，参保结构进一步优化。

2023年，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基
金支出同比分别增长16.9%和12.4%，
进一步保障参保群众的医保待遇享
受和定点医疗机构的基金支付。

为有效减轻群众看病负担，医

保基金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方
面，职工个人账户支出范围扩大，可
用于家庭成员共同使用；另一方面，
门诊医药费用纳入基金报销范围
后，参保职工可以享受到更好的门
诊保障待遇。

朱永峰介绍，2023年，3.26亿人
次享受职工医保门诊待遇。接下来
将推动解决个人账户跨统筹区共济
的问题，使参保人进一步从门诊共
济改革中受益。

从“兜底”到“提质”再到“优
化”，2023年一系列“实打实”的医保
举措让参保人成为最直接的受益
者。随着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

“再扩围”、推进12项医保领域“高效
办成一件事”落地等，2024年更多医
保红利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

约13.34亿人！我国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日从国家
医保局 2024 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4 年将扩大门诊慢
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让更
多的门诊慢特病患者能享受异地
直接结算。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
中心副主任隆学文介绍，今年将在

现有 5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
基础上，进一步增加3至5种覆盖人
群多、药物治疗为主、待遇差异小的
门诊慢特病病种。

“除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
接结算病种范围外，今年将进一步
扩大跨省联网定点医院的范围。”隆
学文介绍，2023年，跨省联网定点医

药机构达到55.04万家，比2022年底
增长了68.37%。

此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服务还将在就医地管理、异地就医
结算监测等方面提质增效。

隆学文介绍，接下来要强化就
医地管理力度，重点加强就医地医
保经办机构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的

审核，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内
开展异地就医大额费用经办联审
工作，进一步规范就医地的医疗
行为，防止异地就医过程中的不
合理诊疗行为，取得经验后向全
国推广。

同时，加强异地就医结算监
测。跟踪了解异地就医结算政策
落地情况，破解异地结算过程中的
痛点、难点和堵点，持续完善异地
就医结算服务。

2024年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
召开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正
在加快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许多城市在明确保障对象
标准、以需定建、用地保障、资金监管等工作机制上形成了一些
好的经验做法。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65个城市报送2024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和项目。其中，西安
今年计划筹建1.5万套保障性住房；深圳已启动13个项目、共计
1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杭州今年筹建的 12个保障性住房项目
已开工3个，剩余9个项目将在6月底前开工建设。

该负责人强调，各地要切实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落地落实
见到成效。目前，许多城市在明确保障对象标准、以需定建、轮
候库建设、用地保障、资金监管、配售价格、建设分配管理工作机
制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尚未出台实施意见和配套
政策的城市要充分学习借鉴，加快推动政策出台，尽快形成保障
性住房政策体系。

会议要求各地压茬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扎实做好项目前
期工作，实现净地供应，完善规划设计方案，尽快达到开工条件，
形成实物工作量。已经开工建设的，要抓好施工组织管理，保证
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施工进度，让群众早
日住上新房，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同时，要抓“好房子”建设。按照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标
准，做好户型设计、配套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把保障性住房
建设成“好房子”。要抓住房发展规划编制。将保障性住房作为
住房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坚持以需定建，摸清底数摸清需求，
科学确定保障性住房发展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做好项目谋划
和储备。

各地加快推进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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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拍摄的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
当日是农历三月初三，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举行。大典

的主题为“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来自海内外的华夏儿女汇聚在这
里，共拜轩辕黄帝，祈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世界和平和睦。

新华社发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河南新郑举行在河南新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