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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日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节气。
霜降节气虽时至深秋，但“秋燥”并未完全消退，公
众应如何养生？日常起居和饮食调养需要注意什
么？家长应如何识别并有效预防孩子患上支气管
肺炎？国家卫生健康委 22日以“时令节气与健康”
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饮食以温润平和为主

“霜降时节，不仅有秋燥，还有寒凉，需要温润
濡养人体的正气。”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
医师张晋在发布会上介绍，日常起居要早睡早起，
顺应阳气的收敛，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添衣
物，注意保暖。饮食方面当以温润平和为主，如山
药、红薯等，注意调理脾胃。

增豆添奶对于提高膳食质量、促进健康等十
分重要。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于康在发布会上
表示，大豆及其制品营养价值较高，蛋白质含量丰
富，属优质蛋白质。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对儿童青
少年生长发育有益，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成年人
心血管疾病和女性乳腺癌发病风险。

现在接种流感等疫苗来得及

霜降时节气温骤降，身边得流感等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的患者多了起来。

“现在接种流感等疫苗来得及，在整个流行期
间都可以接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张代涛在发布会上表示，个人接种疫苗可以有效
降低发病和重症风险。

专家提醒，在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对自己的健康
状况进行评估，避免在发热或急性发病期接种疫苗。

“支气管肺炎是儿童时期常见的肺炎类型之
一，寒冷季节多发，且多见于一些低龄儿童，尤其是

3 岁以下的孩子。”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在发布会上表
示，孩子一旦发生支气管肺炎，建议家长带孩子及时就医。

重视其他传染性疾病防治

诺如病毒感染在秋冬季比较常见。张代涛介绍，诺如病毒
感染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以腹泻、腹痛、呕吐、恶心等症状为主。

如何预防诺如病毒感染？专家建议，个人与家庭成员在日
常生活中要保持良好的手卫生，注意饮食卫生，做好居家环境
清洁消毒，定期开窗通风。此外，要保持健康生活方式，规律作
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以增强身体对病毒的抵抗力。

“秋冬季也会有手足口病的发生。”王荃介绍，手足口病
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导致的一种儿童常见的传染病，5 岁以下
的孩子多发，主要传播方式是密切接触和呼吸道飞沫传播。

专家建议，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要带孩子去人员密集、
空气不流通场所，适龄儿童接种相关疫苗有利于防止重症手
足口病发生。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2日电）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一居民区附近生长的大片蒿草。
新华社记者 王 靖 摄

今年夏天，热播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生动呈现了新疆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守望相助的生活画卷；国庆节前夕，一

家三代接力守边的巴依卡·凯力迪别克被授予“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无数中国人的目光聚向帕米尔高原……

新时代的新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202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指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抓实。

山河无言，岁月有声。新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2500 多万各族儿女安居乐业、团结奋进、自信

开放，携手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新歌。

天 山 南 北 唱 新 歌
——新疆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综述

2024 年 9 月 19 日，新疆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石榴籽乐团在为居民们表演。 新华社记者 顾 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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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封鼻”、眼睛红肿、耳内瘙
痒、无法入睡……秋季，又到了过敏
性鼻炎患者难熬的季节。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
来，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数量快速增
长且低龄化趋势明显，北方部分地区
发病率上升。过敏性鼻炎患者为何
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应对？

发病人数大幅增加

9 月以来，大量过敏性鼻炎患者
涌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一
医院。医院变态（过敏）反应中心门
诊多天接诊量超百人，绝大多数是来
治疗过敏性鼻炎的。

“这个病最烦人的是，它不会剥夺
你的行动能力，但会让你非常难受。
一开始是鼻子、眼睛、耳朵出现状况，
时间长了还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干
什么事都不痛快。”鼻炎患者王璐说。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院长张俊
晶说，十年前，当地的过敏性鼻炎患
者并不多。这几年一到八九月份，患
者扎堆来就诊。“去年高发季，相关科
室日均接诊量超过 300人。”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的研究显示，全区过敏性鼻炎发病率
为 32%，远高于我国成人过敏性鼻炎
发病率 17.6%。陕西、宁夏、北京等地
也是过敏性鼻炎高发区。辽宁省辽
阳市副市长原阳向记者介绍，目前辽
阳市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超 30%。根
据陕西省榆林市过敏性鼻炎流行病
学调查（2020 年版），榆林城区过敏性
鼻炎患者比例达 27.3%。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带领团
队长期进行过敏性鼻炎研究，研究结
果显示，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近年来
逐年递增，2021年已达 2.4亿人。

除了发病人数大幅增加，过敏性
鼻炎也呈现低龄化趋势，持续向儿童
蔓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莉介绍，医院
曾在 1 个月至 2 个月的新生儿中诊断
出过敏性鼻炎患者。

为何患者越来越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过敏）反应
中心主任王学艳解释称，过敏性鼻炎是由特定个体暴露
于某些过敏原时引发的一系列免疫反应。业内专家认
为，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增长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近些年，北方各地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植被种类更
加丰富，除了蒿属类植物，蒺藜、葎草、沙葱、圆柏等植物
也成为过敏性鼻炎的诱因。

北方地区长期大面积种植蒿属类植物，一些地区种
植占比超过 60%。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白永飞
介绍，蒿属类植物花粉是北方地区秋季的主要过敏原，通
过风媒引发致敏症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秋季接收
的患者中，超过 80%为蒿属类植物花粉过敏。

此外，受气候变化影响，过敏原植物的花粉期提前并
延长。市区内植被越来越多，城市里的花粉浓度增大，

“花粉围城”问题凸显。
同时，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变化等也会增加过敏

性疾病的得病概率。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
应中心副主任李艳飞说，现在人们长期在室内活动，免疫
系统没有得到足够锻炼，空调、暖气等使用增加，过多摄
入高糖、高盐、高脂肪食物等，都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

多管齐下，防治结合

业内专家认为，过敏性鼻炎发病率持续上升，仍需进
一步提升公众对该疾病及其危害性的认知。比如，过敏
性鼻炎可能发展为支气管哮喘、变应性结膜炎、慢性鼻窦
炎等疾病。

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王宁宇
说：“40%至 60%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会发展为过敏性哮
喘，严重的哮喘会危及生命安全。”

目前，我国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
疗、手术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其中，免疫治疗通过逐渐增
加患者对过敏原的耐受性来减少或消除过敏反应，是临
床上推荐使用的方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邢志
敏表示，免疫治疗效果较为显著，但存在药品单一、疗期
长、费用贵等问题。比如免疫治疗药物黄花蒿花粉变应
原舌下滴剂，需要患者舌下含服，坚持治疗 2 年至 3 年，
每年费用在 1万元左右，暂未纳入医保。

王学艳说，医疗供给与庞大的过敏人群并不适配。
“国内大部分公立医院没有设立专门治疗过敏性疾病的
变态（过敏）反应科，专业医师不足 400 人。”她建议加大
免疫治疗药物研发、完善医保报销政策，同时推进变态
（过敏）反应学科建设、壮大专业医疗诊室和医师力量。

过敏性鼻炎“防”与“治”同样重要。记者了解到，一些
发达国家已经建立全国性气传致敏花粉监测网，常年监测
并向社会提供花粉日报。我国花粉监测工作近几年在一
些过敏性鼻炎高发城市铺开，监测点数量有限，布设专业
化程度有待提高，多部门监测存在结果不一致等情况。

白永飞表示，应强化部门联动，进一步提升对致敏花
粉监测与预警的精准度，加强对“天空地”一体化花粉监
测与预报的科研攻关，将天上的卫星遥感技术、空中的无
人机使用、地面的植被调研结合。

考虑到播种蒿属类植物与过敏性鼻炎高发的相关
性，多位专家建议，优化调整种植物种，选择替代性植
物。对于已形成种植面积的过敏原植物，利用 2年至 3年
时间进行集中清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2日电）

■“很多都是新记录，国内外没有过”

“在没有明显的风浪情况下，忽然产生这么大范围的
增水，国外没有记录，国内记载也没有。”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预报组组长傅赐福说。

据自然资源部 22 日信息，20 日傍晚到 21 日下午，在
无明显的大气运动的情况下，渤海和黄海中北部各潮位站
出现 80 到 160 厘米的增水，辽宁省沿岸出现达到当地红
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河北省秦皇岛市、唐山市和山东省
烟台市出现达到当地橙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天津市、河
北省沧州市、山东省潍坊市和威海市出现达到当地黄色警
戒潮位的高潮位；此外，19 日中午，江苏南通沿海还出现
达到当地红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本次异常增水过程强且持续时间长，1 米左右的异常
增水在渤海沿岸持续时间超过 20小时，叠加天文高潮，导
致 21日凌晨前后辽宁省多个潮位站出现破历史记录的高
潮位，辽宁、河北、天津等多地出现海水倒灌现象。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清容说，这次
渤海和黄海北部沿岸异常增水影响范围广，强度大，持续
时间长，具有极端性，历史罕见。

■“关键是没有风，这种类型的现象没有发生过”

“范围这么广，时间这么长，将近 1 天时间里维持 1 米
以上的增水，难以想象！”傅赐福说。

增水是气象潮的一种，指的是由强向岸风、高大气压
及波浪进流等引起的海水向岸边上涨的现象，增水时海岸
常被水淹没。

而此次大范围增水，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发生的。

刘清容说，本次异常增水前期，受强冷空气和出海气
旋共同影响，10 月 18 日上午至 19 日上午，渤海沿岸出现
最大 280 厘米的风暴增水。 19 日早上开始，受冷空气东
移影响，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以强北向大风为主。19 日
早上至 20 日上午，渤海和黄海北部沿岸的风暴增水先后
出现显著回落，并转为大幅风暴减水，大量海水在外海堆
积。 20 日夜间到 21 日早晨，堆积的海水震荡回流，正好
叠加在当地天文高潮上，导致辽宁、河北和天津等地沿岸
普遍潮位较高。

“水往低处流，在重力作用下，此次震荡回流范围非常
大。黄海、渤海地区有一个 100 至 160 厘米的增水，维持
100 厘米左右超过 20 个小时。”傅赐福说，难以想象，要多
大力量才能使这么大范围的海水“堵”在一个地方不动，超
出目前的普遍认知，特别是在没有大风以及寒潮、台风的
情况下，其发生机制机理有待深入研究。

■“对温带风暴潮，从没预警这么长时间”

“我们从 15 号开始关注，16 号下午发出风暴潮预警
消息，17 号开始发警报，到 22 号 17 时解除警报，大体持
续了 7 天，对温带风暴潮从没有预警这么长时间。”傅赐
福说。

据悉，自然资源部已于 10 月 21 日启动海洋灾害四级
应急响应并派出 5个专家组赶赴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指
导地方核查部分岸段异常增水情况，做好灾情调查和评估
工作。

刘清容说，下一步要加强复杂风暴潮过程的研究，分
析天文大潮和特殊天气系统耦合机制。要结合人工智能
技术，开发数值预报和智能预测相结合的综合预报预警系
统，提升模型预报精度和快速响应能力。还应加强海洋灾
害监测能力建设，采用新的监测手段和监测技术，优化监
测网布局，形成立体监测网，以提升对沿海地区漫堤、漫滩
灾害的监测能力。

“此次北方海域突发异常增水过程，具有极端性、偶发
性，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就是在全球气候异常的情况下，
天气极端事件有可能就在静悄悄中到来，不会敲锣打鼓发
生，要加强新型自然灾害研究，时刻做好海洋预警，为沿海
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傅赐福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0月 22日电）

罕见的罕见的““无无风风起浪起浪””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产生的
———专家解读北方—专家解读北方海海域域罕见罕见异常高潮位现象异常高潮位现象

在没有明显的寒潮、台风情况下，从江苏
南通直到辽宁省沿岸，我国北方海域近日突
发异常高潮位，多地出现海水倒灌。

自然资源部专家初步研判认为，这一现
象 主 要 与 外 海 堆 积 海 水 震 荡 回 流 叠 加 天 文
高潮有关。

同心聚力 天山南北谋发展

罗布麻茶、罗布麻蜂蜜、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昆仑
雪菊……在尉犁县达西村总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的尉犁县
直播基地内，100 多种优质特产整齐排列。每天，约 20 名
不同民族的主播在直播基地或商品原产地进行直播。

“政府资金扶持和电商培训，搭建了达西村连接外部
世界的平台，我们不仅致了富，还帮更多人解决了生计问
题。”达西村村民迪丽胡玛尔说。

达西，曾经的“盐碱地”，如今奔涌着发展的活力，全
村各族群众“口袋里鼓囊囊，精神上亮堂堂”。近年来，新
疆各地掀起发展农村电商的热潮，电商“走进”农户家，土
货“ 飞 出 ”天 山 外 。 2023 年 ，新 疆 农 村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到
338.88 亿元，同比增长 31.07%。电商成为带动大众就业、
农民持续增收、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动力。

民族团结一心，奔向美好生活。在“中国核桃之乡”
温宿县，86 万多亩核桃再获丰收。果农赵武中和木合旦·
吐尔迪并肩而站，满心欢喜。“这些年，温宿核桃产业做大
做强，今年我家收入估计能超过 20 万元。”赵武中说，如果
没有木合旦大哥的无私支持，就没有他的今天，“房子有
了、车子有了，我和大哥一家处成了亲戚，不分你我。”

新疆大地上，发展之歌嘹亮：博湖县以文化旅游产业
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点，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喀什地区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

正在打造新疆南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高地；温泉县扎勒
木特乡博格达尔村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发展模式，使集体
经济活起来，乡村产业兴起来……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因地
制宜打造特色产业，立足实际闯出增收致富路，新疆农村
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的 6876 元增至 2023 年
的 17948元，幸福生活蒸蒸日上。

润心聚魂 各民族共绘同心圆

红绸飞舞，鼓声震天，看得带劲，听着鼓劲。在乌什
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学校校园操场上，一场热闹的安
塞腰鼓正在演出。根植黄土地的古老艺术，在距离黄土高
原 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传扬。

行走校园遇见的每一个孩子都会主动过来问好，眼神
满是真挚。“不学礼，无以立。”13 岁的古力娜扎尔·吐尔孙
说，在国学经典诵读中，同学们感悟中华传统美德，懂得
孝敬父母、友爱他人、言而有信。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在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
氛围中，学生充分感受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校长库尔
班·尼亚孜说，一滴水只有汇入大海才能获得永久生命，
一个民族只有融入祖国大家庭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
新疆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开展文
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
雪峰也改变了容颜，唯有英雄玛纳斯的故事代代相传……”
在乌恰县黑孜苇乡库勒阿日克村，小姑娘叶丽扎·阿里恩
和朋友们弹着库姆孜，唱着英雄史诗《玛纳斯》，跳起了

“火焰舞”，节奏铿锵、曲调优美、韵律和谐，“我长大想成
为《玛纳斯》传承人。”

代代相传的《玛纳斯》，是同《格萨（斯）尔》《江格尔》
齐名的我国三大英雄史诗。近年来，《玛纳斯》保护传承
力度不断加大，已建成国家级玛纳斯研究中心，建立老、
中、青传承人队伍。

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
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新疆各
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玛纳斯》、刀郎麦西热甫、萨吾尔登舞蹈……新
疆扎实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
用等工作。“新疆四史”流动博物馆实现“百县千乡”全覆
盖，各类非遗馆、非遗集市、非遗体验中心、传习所遍地开
花，让非遗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魅力。

心手相连 交往交流交融情谊浓

国庆前夕，塔城市哈尔墩社区大院里，一场“邻里节
百家宴”开始了。来自 14 个民族的 26 种菜品陆续被摆上
长桌，各族群众展示民族歌曲，跳起欢快的舞蹈，数十名
各族群众围坐长桌旁，一边品尝各色美食，一边欣赏精彩
表演，欢声笑语不时传出。

哈尔墩社区，居住着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
等 14 个民族，大家“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同维护民
族团结这个“金名片”。“这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居民们
共同缔造美好生活的缩影，是一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
温馨画卷。”哈尔墩社区党总支书记巴哈尔古力说，近年
来，社区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深入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亲如一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头顶同一片天
空，脚踏同一方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像爱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
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已经成为新疆民族
团结的生动实践和真实写照。

总人口约 7000 人的库尔勒市团结社区里，各族人民
互帮互助、融合发展、共事共乐；阿克苏市王三街不少店
铺都以“一家亲”为名，各族群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帮扶
在一起、发展在一起，共赴未来；“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六
星街”，每一名生活在伊宁市六星街社区的各族群众都在
点点滴滴的日常中，用一言一行诠释着“同一片街区、同
一个家园”的情怀。

广 袤 的 新 疆 大 地 上 ，各 族 群 众 赓 续 团 结 基 因 ，民 族
团 结 之 花 处 处 绽 放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日 益 深
入人心。

除了当地群众相互扶持，共同发展，19 个对口援疆省
市把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播撒在新疆各族人民心田，一批批
援疆干部人才与各族群众在互相走动、互相学习中情感相
亲、共同成长。

2018 年，粤疆同心医疗救治“结石宝宝”公益项目正
式启动，已有 153 名 6 岁以内的结石病患儿接受了免费手
术治疗。广东省“组团式”援疆医疗队队长、喀什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院长肖非表示：“‘结石宝宝’公益项目生动践
行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成为民族团结的
有力见证。我们将持续为构建团结和谐温暖的大家庭添
砖加瓦。”

新征程上，新疆各族儿女心相通、情相融，志相同、力
相聚，正阔步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月 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