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V筛查实验室达到 4.9万个，抗病毒治疗定点机构增至 6000多个……近年来，我国
艾滋病防治服务体系日趋完善，艾滋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

2022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5 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宣传活动主题为“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专家认为，防控艾滋病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行动，每个人都应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与技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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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老师讲得太好了”“连我连
我”……最近，一到晚上 8点，山西太原的张
女士便准时打开手机，和儿子一起参加“非
常时期·非常给力”心理援助直播活动。

“老师讲的很多东西让我醍醐灌顶，
温暖也通过屏幕传到我心里。”张女士由
衷地说。

张女士有个上初一的儿子，正值青春
期，与父母的沟通越来越少。疫情居家期
间，更是除了吃饭，几乎不怎么走出房门，
更别说与父母交流了。

“正当我感到困惑时，听到太原市交通
学校的韩锐老师在直播中说，关系大于教
育，要先花时间和孩子建立牢固的亲子关
系。我突然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于是，张女士尝试用老师们教授的方
法，通过细致的关怀和细心的陪伴，渐渐敲
开了儿子的“心门”。

张女士的焦虑，很多家长都感同身受。
随着太原市新一轮疫情来袭，为及时

疏导师生及家长的情绪，太原市教育局组
织 8名心理健康骨干教师，从 11月 19日起
开展 8场公益直播活动，每晚 8点开始，持
续一到两个小时，为全市学生、家长和教师
提供心理辅导和援助。

“最近一段时间，孩子们上网课，与人
交流和户外活动都减少了，心理状态需要
特殊关怀。”活动的组织者、太原市教研科
研中心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梁建梅告诉记
者，疫情期间，来自孩子、家长包括老师的
咨询不断，大家表达着各种焦虑。我们就
在想，怎样用好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战“疫”
作贡献？

这一想法得到许多老师的积极响应，
很快，一个直播“小分队”迅速组建。

“或许我们的一句话、一点小技巧，就
能解开他们的心结。”太原市第十二中学心
理教师王宏说，“每次直播，都是一次用心
的沟通。”

直播前，老师们会根据各自专长确定
每期主题：有的通过观点加案例形式，讲解
疫情下的自我关怀、心理调适；有的向孩子
们传授提升积极情绪的小技巧；有的推介
心理题材电影……讲解结束后，老师们还
会和学生“连麦”，开展线上交流，这个环节
尤其受到欢迎。

“终于连上了，太开心了！”看到自己的
微信头像出现在直播间屏幕上，太原市六
年级小学生王宇（化名）抑制不住兴奋。

“老师，我想问一下，上网课的时候，老
是走神该怎么办？”在直播间里，王宇将困
扰许久的问题提了出来。

“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是一个非常
自律且要求上进的孩子！”韩锐老师的回
答，让直播间的小观众感到惊讶。韩老师
接着说：“其实每个人都会走神，这非常正
常，首先要接纳自己。然后，老师教你三个
小技巧……”

“接纳自己，期待更好的自我。”虽然只
是短暂的交流，但王宇感觉收获不小。

“很多问题，其实是长期焦虑紧张在居
家学习期间的集中体现。”王宏老师说，让
人欣喜的是，孩子和家长们沟通交流的积
极性非常高，这说明他们有寻求解决问题
的主动意识。

8天直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截

至目前，收看学生和家长已突破 23万，直播
连线 35人，视频号信息回复 86条。“不仅有
太原市的学生和家长，来自大同、忻州、吕
梁等地，甚至广东、海南、新疆等地的网友
都纷纷参与进来。”梁建梅说。

“我一定要试试”“很有用”“点赞点
赞”……一条条不断弹出的弹幕背后，是孩
子和家长们渴望交流沟通的心。

一位在酒店隔离的学生因为焦虑、害
怕，通过微信找到了王宏老师。正是老

师的陪伴，给予她正向激励，让她慢慢放
松了心情。这位同学说：“在我看来，这
些老师是驱散‘心魔’的英雄，他们用专
业知识温暖了我，让我拥有了克服恐惧
的超能量！”

现在，尽管直播活动已经结束，但老师
们仍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和家长孩子
们保持沟通，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辅导。

“晚 8点的线上温暖”一直在线……
新华社太原12月1日电

晚8点的线上温暖

11月 30日，太原市交通学校老师韩锐在家里录制心理学科普小视频。新华社 发

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
政策文件，为推进艾滋病防控指
明方向：《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进一步明确将艾滋病疫
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的具体目
标；《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
（2019—2022 年）》则明确提出增
强艾滋病防治意识，避免和减少
不安全性行为，最大限度发现和
治疗艾滋病感染者，遏制艾滋病
性传播上升势头……

经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

艾滋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疫
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感
染者治疗覆盖率和成功率均超
过 90%。

“十年来，我国艾滋病防治服
务体系和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完
善。”中华预防医学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冯子健介绍，我国HIV筛
查实验室由 1.7 万个增加到 4.9 万
个，确证实验室由 300多个增加到
700多个，抗病毒治疗定点机构由
3400多个增加到 6000多个。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
出，继续将艾滋病疫情控制在低流
行水平，突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
和重点环节，有效落实宣传教育、
综合干预、检测咨询、治疗随访、综
合治理等防治措施。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针对
艾滋病领域的世界难题，如功能
性治愈、慢性炎症导致的并发症
以及免疫重建障碍等，继续不懈
努力。”李太生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共抗艾滋进行时 做自己健康的“守护人”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AIDS），是人体感染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HIV）而引起的以人
体CD4+T淋巴细胞减少为特征的
进行性免疫功能缺陷，疾病后期可
继发各种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和
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综合性疾患。

艾滋病危害大、病死率高。根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报
告，2021年，全球有 65万人因为艾
滋病而失去生命，新增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 150 万人。而国家卫生健
康委发布的 2021年全国法定传染
病疫情概况显示，我国艾滋病报告
死亡数在甲、乙、丙三类法定传染
病中居首。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
李太生说，艾滋病有三种传播途
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
播。人们对艾滋病普遍易感，可通
过接触带有病毒的血液、精液、阴
道分泌液、乳汁而传染。

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可以根治
艾滋病的药物，也缺乏有效预防感
染艾滋病的疫苗。一旦感染艾滋
病，需要终身规律服药。

距离实现联合国“到 2030 年
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所剩时间
不多。专家认为，要想消除艾滋病
危害，个人首先应重视和学习掌握
艾滋病预防相关知识，拒绝不安全
性行为、远离毒品，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与技能，做好健康防护。

“研究显示，我国因男男同性
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在感染后平均 4.8年发病，这提示
要更加重视相关检测和早期治
疗。”李太生说。

扩大检测是艾滋病防治的重
要策略。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套
综合的检测服务模式，艾滋病自愿
咨询检测就是其中一种。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修订发布

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指
南》，在各级疾控中心，以及部分
综合性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
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都可以做艾滋病自愿咨询
检测。

发生艾滋病暴露后，是可以预
防和补救的。北京市疾控中心性
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主任医师卢
红艳表示，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等易

感染艾滋病高危行为后，应及时到
医院咨询和检测，并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暴露后预防用药。

暴露后预防用药能有效降低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一旦发
生高危行为，越早进行暴露后预
防，效果就越好。”卢红艳说，如果
需要进行暴露后预防服药，最好在
24 小时以内完成，最迟不能超过
72小时。

艾滋病危害大、病死率高

防控艾滋病需重视早期干预

多方合力将艾滋病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记者高敬）中国气象局 12月
1 日发布，经过 6 个月的业务
试运行和今年汛期的“实战”
考验，风云三号 E 星、风云四
号 B 星及其地面应用系统正
式投入业务运行。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
王劲松介绍，两颗卫星在“实
习期”表现出色，如今“转正”，
在我国气象现代化进程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全球首颗民用晨昏
轨道业务卫星，风云三号E星
填补全球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在
晨昏时段卫星资料观测空白。
在“梅花”“马鞍”等台风影响期
间，利用其搭载仪器开展数值
预报同化应用研究。结果表
明，这颗卫星改善了预报偏差，
观测预报互动进一步加强，提
高了路径预报准确度。这颗卫
星资料同化还增强了数值预报
系统对降水的预报能力。

风云四号 B 星是我国新
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首
发业务星。在试运行期间，该
星共启动 22 次加密观测，其
快速成像仪机动观测能力在
华北区域降水、青海强对流、
东北冷涡、台风应急响应中发
挥重要作用。

据介绍，业务运行后，风
云三号 E 星将与风云三号 C
星和D星实现三星组网，每 6
小时为数值预报模式提供一
次完整覆盖全球的观测资料，
提高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的精
度和时效性。风云四号 B 星
将与风云四号 A 星实现双星
组网，进一步满足我国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气象
监测预报、应急减灾的需求。

截至目前，我国已成功发
射两代 4 型 19 颗风云气象卫
星，其中 7 颗在轨运行，正持
续为全球 124 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陈旭）记者从北京市医
疗保障局获悉，为进一步健全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共济保障制度，提升医疗
保险基金使用效率，减轻参保
人员医药费负担，自 12月 1日
起，北京医保开通个人账户家
庭共济，资金可用于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
理保险缴费、购买补充医疗保
险“北京普惠健康保”。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指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从
仅限职工本人使用，拓展到可
以给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
母、子女）使用。实现家庭共
济需职工和指定的家人完成
备案，添加家庭成员作为共济

对象。共济对象用自己的医
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医，先
享受本人的医保待遇后，剩余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可以使
用备案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
资金来支付。

记者了解到，备案成功
的家庭成员可共济使用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资金可
用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缴费、
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北京普
惠健康保”。

值得注意的是，尚未完
成备案的市民，将不能在支
付页面中使用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为家庭成员参保缴费，
需先通过“北京医保公共服
务”官方网站线上办理备案。

北京医保开通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

两颗风云卫星
成功“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