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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治 癌症 5年生存率升至 43.7%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我国癌症 5 年生存
率已从 2015年的 40.5%上升至 2022年的 43.7%。

基本建成国家、省、地市三级癌症综合防治网络，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在县区的覆盖率超过 90%，乳腺癌和宫
颈癌的筛查区县覆盖率超过 90%……数字变动的背后，一
系列综合防治措施持续落地。

同时，依据国家癌症中心 2000 年至 2018 年持续监测
数据，我国人群恶性肿瘤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年均下降
1.3%，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等我国人群高发肿瘤的年龄标准
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逐年下降。

国 家 癌 症 中 心 肿 瘤 登 记 办 公 室 有 关 专 家 表 示 ，这 证
明了近些年来我国通过开展危险因素防控、筛查早诊早
治和规范化诊疗等措施，在肿瘤综合防控领域取得显著
成效。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
一的癌症通过早发现、早治疗可以治愈。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健康中国
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我国正
在深入推进癌症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

■主动筛查 及时检出更多肿瘤病例

国家癌症中心根据持续监测数据估算，2022 年我国恶
性肿瘤发病约 482.47万例，发病前五位的分别为肺癌、结直
肠癌、甲状腺癌、肝癌、胃癌。

相关专家分析，恶性肿瘤发病数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增
加，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是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居民
健康素养提升，越来越多人主动参加肿瘤体检及国家筛查、
早诊早治项目，更多肿瘤病例被及时检出。

为进一步加大癌症防治工作力度，《健康中国行动—癌
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明确提出下一阶段
要推广癌症早诊早治，强化筛查长效机制。

国家癌症中心党委书记张勇表示，国家癌症中心牵头
制定了 7个常见癌种的筛查早诊早治指南，截至 2022年，我
国高发地区重点癌种的早诊率已超过 55%。

■有所差别 高危人群可考虑防癌体检

虽然才过 30 岁，山西太原市民王艳梅（化名）每年都会
到山西省肿瘤体检中心做一次防癌体检。王艳梅有着罕见

的癌症家族史：父亲因肺癌去世，大哥、二哥也分别因胃癌、
肺癌离世，母亲则患有宫颈癌。

“考虑到她有较高的患癌风险，我们建议她每年都来做
一次筛查。”山西省肿瘤体检中心副主任管雪梅告诉记者，
与面对普通人群的常规体检不同，防癌体检主要针对癌症
高危人群。

据介绍，需要考虑防癌体检的人群主要包括：有癌症家
族史，特别是父母、兄弟姐妹患有癌症的人群；长期接触有
毒有害物质、有职业暴露的人群；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如长期或重度吸烟者、嗜酒者等。

与常规体检相比，防癌体检的检查手段更多，设备要求
更高。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孙晶介绍，以
乳腺检查为例，普通体检通常以触诊和超声为主，防癌体检
还会加入钼靶、肿瘤标志物检查，更容易发现早期病灶。再
如肺部检查，普通体检靠胸片可以看出结节，而防癌体检可
以通过低剂量螺旋 CT、肿瘤标志物等来研判是否为肿瘤。
在食管、胃、肠等消化道检查方面，普通体检一般不会开内
镜检查，而防癌检查可以通过内镜及时发现病变。

不过，目前还没有一种手段能够对所有癌症进行统一
筛查。相比而言，防癌体检费用也较高，一些检查还有一定
的侵入性和辐射性，并不适合所有人。专家指出，不同癌种
的高危人群有所差别，也要有选择地进行防癌体检。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5日电）

塑料垃圾随意抛弃
回收处置占少部分

扫码、投放、积分到账……如今，不少居民发现自家所
在的生活小区，开始出现智能化垃圾分类站和再生资源回
收站。这些站点由环保科技企业提供成套设备，通常无人
值守。记者近期调研时发现，在不少回收站，规范分类并回
收的塑料垃圾并不多见。

“塑料回收目前面临很多难解的问题。”海南省一家环
保科技公司负责人辛军介绍，“在前端环节，塑料垃圾分类
未推行到位，不少家庭还没有塑料垃圾分类的
习惯。”

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小区了解到，大量废弃
塑料被直接混入生活垃圾中。尤其是，近年
来，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逐渐成为塑料袋及
塑料包装使用的重点领域，大量外卖塑料包装
被丢弃在垃圾堆中。

据《中国再生塑料行业发展报告（2022 年
度）》，由于塑料产品结构影响，资源化价值较
好的工程塑料、瓶体类塑料等基本采取物理回
收方式，实现了较好的回收利用；但占塑料产
量 45%左右的包装类塑料，特别是膜袋类塑料
基本不具备开展物理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

辛军介绍，塑料垃圾分类不到位，直接影
响后续回收再利用。“两种不同性质的塑料，如
果不做分类挑选，粉碎混合在一起就不能再利
用了，变成真正的垃圾白白浪费。”

前端家庭环节分类不到位，导致一些塑料
回收企业“吃不饱”。在天津市静海区一家主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塑料再生利用的
企业，公司顾问王春林告诉记者，企业设计产能
年处理量为 500 万台废旧电器，去年一整年实
际回收量为 270多万台，产能还有释放空间。

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统
计，2022 年我国产生废弃塑料 6300 万吨，其
中 被 回 收 处 置 的 仅 有 约 30% ，而 填 埋 量 为
2016 万 吨 、焚 烧 量 为 1953 万 吨 ，分 别 占 比
32%和 31%。

废弃塑料回收难
再生塑料推不开

记者走访发现，外卖塑料餐盒大多数带有
可回收标志，虽然很多小区都有捡拾废品人
员，可他们的目标大多是纸壳等垃圾，餐盒、泡
沫等体积大、运输需要压缩的塑料垃圾几乎无
人问津。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高延莉解释，由
于低值再生资源利润低、成本高，回收者收集
的积极性不高。

“塑料垃圾体积大，需要压缩，五吨载量的车装不下一
吨，运输成本比回收利润还要高。”辛军说，“泡沫其实是很
好的可回收利用材料，但是行业内现在基本都不收。”

记者调查发现，成本、技术等因素也制约着塑料循环再
生利用。浙江省固废利用处置与土壤修复行业协会会员周
竺说，为符合环保标准，一些塑料再加工时，要经过脱硫、过
滤等程序，电费等方面成本每吨要增加 2000元。

目前，我国塑料回收行业主要是工艺较简单的物理回
收，存在产品降级等短板，无法产出附加值较高的塑料产品。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原秘书长盛
敏表示，再生塑料行业自动化程度不够，分选技术有待进一
步提高，导致再生塑料的品质降低；在 1 至 2 次的回收再生
后，便会成为无法再利用的塑料垃圾。

据了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小件固废的前端
回收中，可以进行自动挑选、单独收集，替代大部分的人工，
降低分选拆解成本，但真正做智能分选垃圾的企业较少。

此外，再生塑料产品的推广使用待提升。目前，全国范
围内还没有政策对再生塑料产品的使用比例作出规定，再
生塑料的大规模应用难以开展。

王春林表示，公司可以生产多种高端再生塑料制品，出
口至欧洲提供给各类汽车生产商，但国内市场有限。“再生
塑料价格因技术、回收成本等原因普遍比原生塑料材料价
格要高一些，国内加工型企业少有使用。”

提高再生产品使用意愿
推动行业关键技术突破

塑料循环产业联合绿色行动联盟 2022 年绿色行动白
皮书指出，随着全球废塑料回收再生技术提升和产能增加，
预计到 2030年，全球废塑料回收率有望达到 50%。

近年来，我国对塑料污染治理和废塑料回收再利用越
来越重视，有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和企业已经探索开展塑料回收。
2023年 10月，上海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正式发布，计划到 2025 年，废塑料回收量达到 70 万吨/年。
有的企业在其生产线中创新利用再生聚酯、废弃渔网等物
料，制作移动终端的外壳等组件；有的将破水桶经过数道工
序加工，变成可再生的塑料粒子，用来生产家电、汽车部件。

受访专家和企业表示，可探索制定再生塑料使用比例
相关标准，引导社会使用再生塑料产品，打造标准体系、认
证体系、检测体系等绿色再生塑料规范体系。

盛敏表示，要进一步研发应用塑料回收利用相关技术，
特别注意能将废塑料回归到分子层级进行重新组织的化学
回收。同时，可推动竹材等生物基材料替代传统石油基材
料，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5日电）

推动经济增长 消费主引擎如何发力

让 早 诊 早 治 惠 及 更 多 人
——科学防癌呼唤“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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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弃 塑 料 ，是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见 的 垃 圾 。 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 出 ，强 化 塑 料 污 染 治 理 。 数 据 显

示，我国废弃塑料回收处置只占少部分，一大半只

是 简 单 掩 埋 或 焚 烧 ，对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挑 战 。“ 新 华

视 点 ”记 者 调 查 发 现 ，提 高 废 弃 塑 料 再 利 用 率 ，亟

待解决回收成本高、技术制约、再生塑料推广难等

一系列现实问题。

一 季 度 收 官 之 际 ，中 国 经 济 运 行 态 势

备受瞩目。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今年

以来，中国市场销售持续恢复，服务消费较

快增长，与此同时，部分商品消费增速放缓，

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个别外媒片面渲染

所谓“中国消费恢复乏力”“中国消费失去潜

力”，甚至恶意鼓噪中国消费主引擎“熄火”。

事实果真如此吗？

新 华 社 记 者 深 入 调 研 ，多 维 度 审 视 中

国消费态势，客观分析中国庞大市场的韧

性与潜力。

到 2030 年，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达到

46.6%——《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30 年）》提出这一目标。

加强筛查和早诊早治，是提高癌症 5

年生存率的有效手段。今年 4 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30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

为“综合施策 科学防癌”。防癌如何更好

地“关口前移”？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4 月 11 日，消费者在山东省滕州市一家超市选购商品。 新华社发（孙 杨 摄）

消费态势稳中向好

如何看待当前消费运行态势？
4 月 5 日，记者来到北京颐和园景区看到，六个门区全

面开启入园通道，增设订单二维码快捷入园，并在玉澜堂、
乐寿堂增加坡道，设置软质隔离带，引导客流。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数据显示，包括颐和园在内的北
京市属 11 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清明假期共接待游客
近 220万人次，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6%。

放眼全国，清明假期，消费市场热闹红火：全社会跨区
域人员流动量超 7 亿人次，日均 24679.5 万人次，比 2023 年
同期日均增长 53.5%；国内旅游出游 1.19 亿人次、国内游客
出游花费 539.5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11.5%、12.7%。

彭博社报道称，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游客的人均
假期旅行支出首次超过 2019 年，这进一步表明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消费正在复苏。

打开更多观察窗口，中国的消费活力可见一斑。
先看商品消费。前 2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保持

在 5%以上的较高增速。限额以上单位中八成以上商品类别
零售额实现增长，部分升级类和大宗商品消费需求较快释放。

再 看 服 务 消 费 。 前 2 个 月 ，服 务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2.3%，其中全国餐饮收入增长 12.5%。

从“尔滨”冰雪游火热、甘肃天水麻辣烫走红，到云南芒
市等“小机场”城市旅游火爆，其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也是服务消费持续回升的支撑所在。

最后看物价运行。3月份，受春节后消费需求季节性回
落 等 因 素 影 响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0.1%，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6%，仍保
持温和上涨。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4年亚洲发展展望（4月版）》
报告指出，随着经济持续改善，预计今年中国 CPI涨幅将升
至 1.1%，2025年将升至 1.5%。

“全面分析消费运行态势，不能仅仅盯着单个指标。”中
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说，综合市场消费和物价走势看，
中国经济并未陷入个别外媒所谓“价格下降—消费乏力的
恶性循环”。

细分来看，中国消费还涌现出一些新的结构亮点，居民
消费观念也更趋理性。

日前，记者穿行在北京胡同、天津五大道、贵阳曹状元
街等景点周边，总能看到成群结队的“City Walk”（城市漫
步）爱好者。

顾名思义，“City Walk”就是以徒步方式走街串巷，其
背后是更加看重性价比和消费体验。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中国人消费观念变化，新模式
新业态消费正在不断涌现，比如从热衷奢侈品到去折扣店
购物、从追崇进口转向国产；健身、旅游等服务消费明显增
加；平替消费、反向消费受到追捧等等。

从统计数据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前 2 个月，数字音乐、节能洗衣机和滑雪装备等数字、

绿色和健康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 95.1%、167.5%和 66.4%。
马面裙、国风香水和新中式首饰等国货“潮品”网络零售额
分别增长 6.3倍、4.2倍和 1.7倍。

美团、大众点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以来，反映赏花经
济的全国“实时花讯”相关笔记量环比增长近 70%，清明假
期“汉服妆造”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2.3倍。

消费潜力大有可挖

在北京西城区，1990 年开业的长安商场正迎来新的转

型：地下一层更新为“银发金街”，推出社区食堂、健康驿站、
药店等老年人消费服务；在三层营造儿童亲子陪伴空间。

在地下一层，长安商场总经理李春晖热情地向记者介
绍转型后的成绩：去年商场日均客流量 1.6 万人次，总客流
量同比增长 23%；与转型前的 2018 年相比，日均客流增幅
近一倍。

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要素
禀赋总量优势明显，这是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的显著特征，
也是中国消费潜力的动力源泉。

当下，中国新的消费增长点正在不断涌现。
“今年以来，以周边城市为主的轻量级户外游很受欢

迎，涌现出了一批专业的徒步俱乐部，带动店里销量大幅增
加。”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一家体育用品门店有关负责人说。

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将达到 38.5%，体育消费正步入发展快车道。

拉长观察镜头，可见消费大市场更多新动能新空间：
看数字消费，截至去年 12 月，网民规模增至 10.92 亿

人；截至今年 2 月末，5G 基站总数达 350.9 万个，数字消费
群体壮大，数字技术不断夯实，将推动数字消费持续升级。

看国潮消费，2020年以来，国潮品牌快速崛起。随着人
文与经济深度融合，必将催生更多文旅新业态、文创新产品。

看养老消费，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量达 2.17 亿人。有关研究显示，我国银发经济正处在加快
发展阶段，银发经济规模约 7万亿元，预计到 2035年将增至
30万亿元左右，家庭护理、智能陪伴等银发需求广阔。

新型消费成长壮大之时，传统消费仍有空间，潜在消费
需求正在不断释放。

记者整理有关素材发现，中国家电、汽车等设备更新需
求巨大。2023 年底国内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3.36 亿辆，冰
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量超过 30 亿台，汽车、家电更
新换代或将创造万亿元规模的市场空间。

城镇化仍是中国消费潜力所在。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2023 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为 66.2%，仍低于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平均水平。据
估算，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将拉动 2000 多亿元消
费需求。

放眼全球，中国仍是增长空间巨大、发展持续性较强的
消费市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日前
在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上发文指出，关于中国经济潜力的
一个误解是认为中国家庭收入、支出和消费者信心偏弱。

“去年，中国家庭消费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如果消费者
信心疲软，家庭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但中国家庭的做法
恰恰相反。”文章说。

“中国经济正向消费型驱动稳步转型。”麦肯锡亚洲消
费品与零售业务负责人泽沛达说，未来 5 年，中国包括商品
和服务在内的零售额将增加 10万亿元。

消费引擎如何做强

送洗衣物、剪头发、喝杯咖啡、看书，下楼遛一圈就能办

好多件事，正是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推进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前，正有序打造线上便民服务平台，支持瀑布酒吧、
厚汉堡等网红店落地开业，促进社区服务提档升级。”军门
社区党委书记林丹说。

有研究显示，城市居民 50%以上的日常消费支出，都集
中在社区周边 1公里范围内，也就是步行 15分钟的距离。

自 2021 年开始，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推动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今年将推动 70%以上的城市启动便民生活圈
工作，有望打造更多便民消费业态。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向内挖潜力、向外增活力，推动形
成消费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是当前扩消费
的主要方向。

就业增收，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消费潜力的根本。
今年，全国春季招聘市场需求稳中有增，已累计举办各

类招聘活动超 3.6万场，发布岗位 2900万多个。
从跨省招工、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到密集发布

稳企拓岗新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加大脱贫人口就业帮
扶，各地全力以赴，多渠道促进就业增收。

让老百姓敢消费，既要保就业增收，还要有效“减负”。
当前，中国正以更大的决心推进“减负”：提高“一老一

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启动新一轮保障性住房
规划建设、进一步扩大医保基金使用范围等等，减少居民消
费的“后顾之忧”。

提振消费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
活力。

不久前，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推出的“王婆说
媒”相亲活动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景区负责人宋涛说，景区门票价格实惠，所有演出免费
观看，正研究推出更具武侠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努力让

“爆红”变“长红”。
从消费发展趋势看，顺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

期待，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痛点，是现阶段优化消费环境的
重点。

对此，中国在行动：
印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加大财政

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废旧家电回收网络、优化家居市场
环境等 22条措施举措。

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促进体
育健身休闲消费；推动《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
的意见》落地落细，激发养老消费需求；公布第三批中华老
字号名单，促进国货“潮品”消费。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河北、宁夏、福建等多地已明确开
展汽车、家电等促消费活动，计划推出政府购车补贴、消费
券，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政策给力、市场发力，各方正协力推动消费持续回暖。
“从消费空间看，服务消费稳步扩大，线上线下融合消费

趋势更加明显；从供给能力看，新型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消
费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支撑基础看，经济持续恢复、就业
收入稳定增长，消费积极变化有望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刘爱华说。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