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国内新闻 2023 年 3月 3 日 星期五A1 版责编 /赵玉梅 本版责编/鲍 宏

雪落群山壮美
鸟舞河谷翩跹
拉萨市林周县卡孜水库

拍摄的黑颈鹤 （3 月 1 日
摄， 无人机照片）。

近日， 西藏拉萨市各区
县迎来降雪。 群山被白雪覆
盖， 高原壮丽唯美。 黑颈
鹤、 斑头雁等翩跹起舞， 拉
萨河谷生机盎然。

新华社记者 孙 非 摄

最高检公安部发文要求
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冯家顺 刘奕湛）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公安部 2 日发布的 《关于依法妥善
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 指出，
必须坚持以宽严相济为指导， 规范落
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意见指出， 一方面， 对民间纠纷
引发的轻伤害案件， 犯罪嫌疑人认罪
认罚， 当事人达成和解谅解， 符合不
批捕、 不起诉条件的， 可以依法作出
不批捕、 不起诉决定； 另一方面， 对
主观恶性大、 情节恶劣的， 严重影响
人民群众安全感的， 即使是轻伤害案
件， 也要坚持依法从严惩处。

据了解， 2022 年， 全国检察机关
受理轻伤害案件 7 万余件， 且多因婚
姻、 家庭、 邻里纠纷或者偶然事件等
引发 。 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
件， 我国法律强调要在注重促进矛盾
化解、 促进刑事和解的基础上依法从
宽处理。

意见强调， 要牢牢把握轻伤害案
件的案发特点， 把化解矛盾、 修复社
会关系作为履职办案的重要任务 。
充分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 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和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 发
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作用，
促进当事人的矛盾化解、 纠纷解决，
并注重通过不起诉释法说理修复社
会关系。

意见明确， 对于虽然属于轻伤害
案件 ， 但犯罪嫌疑人涉黑涉恶的 ，
雇凶伤害他人的 ， 在被采取强制措
施或者刑罚执行期间伤害他人的 ，
犯罪动机 、 手段恶劣的 ， 伤害多人
的 ， 多次伤害他人的 ， 伤害未成年
人 、 老年人 、 孕妇 、 残疾人及医护
人员等特定职业人员的 ， 以及具有
累犯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 应当依法
从严惩处。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 ，
意见从司法实际出发 ， 既保持与刑
法 、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
一致性 、 协调性 ， 又注重总结近年
来轻伤害案件办理中积累的经验做
法 ， 力求解决目前办案中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 用心用情办好人民群
众身边的 “小案 ” ， 促进办案政治
效果 、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
一。

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额十年年均增长 8%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潘 洁）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
春江 2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2013 年到 2022 年， 我国与 “一带一
路 ”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 1.04 万
亿美元扩大到 2.07 万亿美元 ， 年均
增长 8%。

今年是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提
出十周年 。 陈春江说 ， 倡议提出以
来， 我国与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规模
稳步扩大，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加
强 ，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持续提
升 。 在投资方面 ， 2013 年 到 2022
年， 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
过 2700 亿美元， 截至 2022 年底， 我
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
作区累计投资达 571.3 亿美元， 为当
地创造了 42.1 万个就业岗位 ； 在工
程建设方面， 2013 年到 2022 年， 我
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 1.2 万亿美
元和 8000 亿美元， 占对外承包工程
总额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谈及在新起点上持续推进 “一带
一路 ” 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 陈春江
说 ， 将重点提质量 、 拓领域 、 优项
目、 搭平台、 强保障。 包括优化贸易
结构， 扩大优质商品的进口； 深度参
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 优化双向投
资结构； 推动与更多有意愿的共建国
家商签自贸协定， 加快建设覆盖 “一
带一路” 的自贸区网络； 积极商签绿
色发展、 数字经济、 蓝色经济等领域
的双边合作协议； 聚焦减贫、 卫生、
教育等领域， 建设更多 “小而美” 项
目， 不断提升当地民众的获得感、 认
同感 ； 继续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推动与共建国家商签
和升级投资保护协定， 为共建 “一带
一路”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保障。

中国空间站成功实施
首次点火实验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张 泉） 记者 2 日从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 梦天实验
舱燃烧科学实验柜日前成功实施首次
在轨点火实验， 验证了空间站燃烧科
学实验系统功能的完备性以及整体实
验流程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为后续空
间科学燃烧实验项目打下良好基础。

燃烧柜科学实验系统主任设计
师、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郑会龙介绍， 此次点火实验采用甲烷
作为燃料 ， 先后两次点火共持续约
30 秒。

实验前， 在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
下， 航天员将点火头安装在气体实验
插件中， 并将气体实验插件安装至燃
烧科学实验柜的燃烧室中。 之后， 燃
烧科学实验柜自动完成燃烧环境气体
配置、 燃料气体喷出、 点火头加热点
火、 参数采集与光学诊断、 循环过滤
及排废气等系列动作。

高速相机下传的实验画面清晰展
现了甲烷预混火焰 （内圆锥状火焰）
受扩散火焰包围的形貌。 “由于不受
浮力的影响， 外部的扩散火焰与地面

相同实验结果相比更为短而圆。” 燃
烧科学实验责任科学家、 清华大学副
教授刘有晟说。

刘有晟介绍， 微重力环境能够排
除浮力对流， 抑制颗粒或液滴沉降，
微重力燃烧实验能为燃烧理论和模型
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据悉， 我国在微重力燃烧科学领
域规划了包含 79 项实验目标在内的
10 个研究计划， 预计将在 2023 年底
前完成 40 次以上的在轨燃烧实验 。
这些实验将为我国微重力燃烧领域取
得第一批空间站实验数据， 服务于地
面和空天燃烧应用装置和材料合成相
关理论发展。

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研究员、 空间应用系统梦天实验舱任
务总体主任设计师贺宇峰介绍， 自梦
天实验舱发射入轨以来， 梦天实验舱
各科学实验柜陆续完成了供电检查、
基本功能自检， 并进行功能指标测试
及参数调优， 按计划开展了舱外载荷
保温、 高精度时频柜和超冷原子柜真
空保持、 有效载荷在轨测试等 50 余
项任务。

我国将聚焦“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
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潘 洁 谢希瑶）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将
结合前期试点经验， 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
努力把居民的 “需求清单” 转化为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的 “满意清单”。

“总体考虑是， 本着 ‘缺什么、 补
什么’ 的原则， 因城施策、 有的可能还
要 ‘因圈施策’， 不能一个标准、 一个
模子去套， 体现个性化、 多元化和特色
化， 优化社区消费空间布局， 配强消费
载体设施， 提升智能化便利化水平， 丰
富多元消费业态。” 王文涛说。

据介绍， 近几年商务部会同有关
部门分两批在 80 个城市开展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 推进便民服务进社
区、 进居民点。 目前已建设 1402 个
便民生活圈， 服务社区居民 3200 多
万人。

王文涛说， 将在前期基础上进行
总结， 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力争
到 2025 年让有条件的城市都行动起

来， 开展多种形式的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创建， 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
需求。

一是发展 “一店一早”。 “一店”
是便利店， 满足步行 15 分钟能够买
到日常生活基本所需； “一早” 是早
餐点。 要推动更多连锁化、 品牌化的
便利店和早餐点进社区， 同时引入一
些特色的、 传统的、 创业的多元市场
主体。

二是补齐 “一菜一修”。 “一菜”
是菜场， 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改造提升
各种形式的菜市场， 更关注环境、 卫
生和质量的把控； “一修” 主要是日
常的配钥匙、 修鞋等。

三是服务好 “一老一小”。 “老”
就是老年康护， “小” 是幼儿托管，
建设完善一些服务设施， 解决大家的
“后顾之忧”。

王文涛表示 ， 要把居民所需所
盼、 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真正把一刻钟生活圈建成社区
居民的 “幸福圈”。

夯实民生之本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谈新举措新进展

就业是民生之本， 社会保障体系是
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
器。 今年我国就业形势如何？ 社保基金
运行怎样？ 养老金发放整体情况如何？
针对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 2 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逐一解答。

就业形势将持续回暖
“随着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就业形势

将持续回暖， 保持总体稳定。” 人社部部
长王晓萍说， 从今年前两个月的情况来
看， 就业市场平稳有序， 好于预期。

王晓萍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为就业长期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创
新创业将提供强大动能， 新的就业增长
点不断涌现。稳就业、保就业政策红利持
续释放，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调整优化，
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活动有序开展，为稳
定和扩大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针对就业总量压力， 她指出， 据测
算， 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
力 1662 万人， 规模创近年新高， 压力
依然比较大。 招工难、 就业难并存的结
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普工难招、 技术工
人短缺。

2023 届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将达到
1158 万人， 促进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

对此， 人社部副部长俞家栋说， 将坚持
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 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
业创业的支持政策， 实施政策服务落实
专项行动， 加快政策兑现， 稳定扩大国
有企业招聘， 稳定事业单位、 基层项目
招聘招募， 引导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
城乡基层就业， 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
灵活就业。

“要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围绕
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特别是
脱贫人口、 失业人员特别是困难人员，
我们将建立台账式的管理机制， 构建清
单化的服务模式， 健全兜底帮扶体系，
完善就业援助制度。” 王晓萍说， “我
们有信心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持续
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社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养老金发放的问题， 涉及亿万退休

人员的切身利益。 王晓萍说， 我国社保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 基金管理不断加
强 ， 2022 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规
模达 13.7 万亿元 ， 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按时足额发放。 截至 2022 年末， 基本
养老、 失业、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到 10.5 亿人、 2.4 亿人、 2.9 亿人。

“这些年来，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稳步推进， 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基金

收入持续增加， 制度运行总体平稳， 有
较强的保发放能力。” 王晓萍说。

一是收支有平衡。 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全年收支基本平衡， 基金运
行总体平稳。 二是基金有调剂。 为解决
基金分布不均的结构性矛盾， 在实施基
金中央调剂制度的基础上， 去年全国统
筹制度启动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
剂基金， 调剂力度更大。 三是财政有投
入。 中央财政补助继续增加， 地方财政
建立了长期投入机制， 投入力度持续加
大。 四是长远有储备。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规模不断扩大，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工作已经完成， 这两部分基
金都是养老金发放资金来源的长远储备。

去年， 我国正式启动实施个人养老
金制度， 标志着我国多层次、 多支柱养
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人社部副部
长李忠说， 实施 3 个月以来， 参加人数
已经达到 2817 万人。 下一步将按照先
行一年的部署要求， 会同相关部门进一
步做好政策宣传解读， 总结经验、 完善
政策， 积极稳妥推进制度实施。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健全覆盖全

民、 统筹城乡、 公平统一、 安全规范、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王晓萍
说， 将坚持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增

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 把民生工作做
得更加扎实牢靠，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
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

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王晓萍说，
要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针对新业态
从业人员、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特点， 分
类施策、 精准扩面。 完善灵活就业人员
在就业地参保政策， 引导和促进更多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稳
妥实施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

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并完善
社会保险待遇调整机制。 她说， 要深化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研究扩大企业
年金覆盖面的措施， 积极稳妥实施个人
养老金制度，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养老
需求。

同时， 要稳步推进企业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 加大基金调剂力度， 推进失业
保险、 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进一步筑牢
政策、 经办、 信息、 监督 “四位一体”
风险防控体系， 组织开展基金管理专项
行动， 强化投资监管； 完善全国统一的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以社保卡为载
体， 建立居民服务 “一卡通”， 推动更
多高频事项一网通办、 跨省通办， 努力
让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王优玲）

人社部将适时调整个人养老金缴费上限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王

优玲）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
忠 2 日说， 去年我国正式启动实施个人
养老金制度， 标志着我国多层次、 多支
柱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目前，
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上限是 12000 元，
以后会适时调整缴费上限。

李忠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 “权威部
门话开局”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

去年年底， 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 个先
行城市和地区启动实施。 各有关方面共
同努力， 群众积极参加， 实施 3 个月以
来， 参加人数已经达到 2817 万人。

李忠表示， 个人养老金是由政府政
策支持、 个人自愿参加、 市场化运营的
补充养老保险， 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我国多层次养老
保险体系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即通常所

说的 “三支柱”：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
险； 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 同时还包括其
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 第二支柱和
第三支柱都是对第一支柱的有效补充。

李忠说， 个人养老金制度推进有政
策优惠支持、 产品多样选择和服务更加
便捷等三个特点。 目前， 优惠政策主要
体现在三个环节上， 在缴费阶段， 缴费

金额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投资收
益不征税， 领取时按 3%较低税率征税。
目前， 每年缴费上限是 12000 元， 以后
会适时调整缴费上限。

数据显示， 2022 年三项社会保险基
金收支规模达 13.7 万亿元， 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截至 2022 年末，
基本养老、 失业、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
别达到 10.5 亿人、 2.4 亿人、 2.9 亿人。

聚焦全国爱耳日： 我国因聋致残率明显下降 老年性耳聋亟待干预
2023 年 3 月 3 日是第 24 个全国爱

耳日， 今年的主题为 “科学爱耳护耳，
实现主动健康”。 婴幼儿超 1 周岁口齿
不清应及时前往耳科门诊检查、 老年性
耳聋与老年痴呆密切相关、 长期处于超
过 85 分贝噪音环境可能造成听力损伤
……聚焦全国爱耳日， 医学专家呼吁全
社会强化护耳、 爱耳理念。

我国多措并举 因聋致残
率明显下降

“近年来， 我国出生缺陷、 传染性
疾病、 药物中毒等造成的听力残疾大幅
减少， 因聋致残率明显下降。” 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余力生说， 通
过实施包括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 ）》 在内的多个国家规
划和相关政策， 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免
费实施了人工耳蜗手术和术后康复训
练。

手术重建听力是聋儿残疾康复救治
的重要举措。 作为首批国家人工耳蜗植
入基地和中国残联贫困聋儿抢救性康复
人工耳蜗项目定点手术医院， 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耳鼻喉科自 2014 年起已累计

为包括来自西藏、 新疆在内的全国数百
名贫困聋儿免费植入人工耳蜗。 而这样
的定点手术医院， 全国共有 20 家。

与此同时， 为推动关口前移、 加强
预防 ， 有效减少和控制残疾发生 、 发
展， 全国多省市积极推进新生儿耳聋基
因筛查。 福建省福州市自 2018 年起由
政府投入经费， 运用基因芯片检测技术
为符合条件的全市新生儿进行免费耳聋
基因筛查； 北京市从 2011 年起对所有
常住儿童实施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 新
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率达到 99%以上 ；
2022 年 ， 宁夏回族自治区将新生儿耳
聋基因筛查项目纳入政府民生实事……

防聋治聋 老年性耳聋
亟待干预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 老年性耳聋占据了我国听力残疾致
残原因的首位 ， 占比为 51.61%。 中国
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2022 年发布报告
指出， 我国仅有 5%至 10%的中、 重度
听障老人使用助听器。

听觉在生命中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深， 老年人的听力健康日益受到关注。
专家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就老年痴呆提
出的九大健康危险因素中指出， 老年人
听力下降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是唯一有可
能阻击老年痴呆发生的环节， 应引起高
度关注， 对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及时干预
能显著降低老年痴呆发生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
师马芙蓉表示， 我国在儿童人工耳蜗植
入和听力筛查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老年人群听力障碍的听力监控、 助听
器验配 、 人工耳蜗植入等仍需大力加
强， 应着重在基层开展听力重建、 人工
耳蜗、 听觉装置植入手术。

强化爱耳意识 出现听力
受损及时就医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将听力健康同时融入多项重大专项行
动。 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提出 “新生儿听
力筛查率达到 90%及以上 ”； 中小学健
康促进行动倡导儿童青少年 “科学用
耳 、 注意保护听力 ” ； 职业健康保护
行动提出 “以职业性尘肺病 、 噪声
聋 、 化学中毒为重点 ， 在矿山 、 建

材 、 金属冶炼 、 化工等行业领域开展
专项治理” ……

怎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听力？ 余力
生介绍， 一是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处于噪
声环境中， 85 分贝以上的噪音环境可
能对听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比如当使
用耳机时， 不要将音量调太大， 更不要
长时间使用； 二是当职业因素可能给听
力带来伤害时， 及时做好防护， 坚持戴
耳塞、 耳罩； 三是应避免不良的生活方
式， 过度劳累、 抽烟酗酒、 紧张也容易
导致突发性耳聋的发生。

遇到哪些情况可能是听力受损， 应
及时就医？ 专家表示， 对婴幼儿来说，
在 10 月龄至 1 周岁年龄段， 如果小朋
友没有张嘴说话 ， 不能表达简单的词
语， 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 排除因发生
听力障碍不能发展和巩固语言能力的情
况。 对中老年人群来说， 若发现自己在
噪声环境中与人交流听不清、 总是将电
视机音量调大， 或出现听力下降， 伴有
耳鸣、 眩晕、 恶心等症状， 应当及时到
医院就诊。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顾天成 李 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