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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年“貉口普查”公民

科学调查结果公布：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貉在上海的分布点位持续扩

散，有貉记录的小区超过200个，上

海貉总数在 3000至 5000只。该调

查由上海市林业总站、复旦大学保

护生物学学科组和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共同发起。复旦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

在城市环境中呈现了高度的行为

可塑性，分布区域还在持续扩大，

成为真正的城市社区‘居民’。”

事实是，近年来，以前少见的

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城

市的居民区里，即使在北京、上海

等超大城市也不例外。今年11月，

一只豹猫闯入了房山城关北里社

区，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立即对这只

豹猫进行了救助。此前，野猪、中

华斑羚等野生动物在北京的一些

居民区里多次“现身”，给居民们带

来了意外惊喜。

城市居民区中的野生动物越

来越常见，折射出的是城市生态环

境的持续改善。近年来，各地城市

绿地、公园面积不断增加，越来越

多的河湖水系、湿地得到修复，城

市与大自然的距离日益拉近，野生

动物的“宜居”空间越来越多，它们

自然愿意来此繁衍生息。

野生动物“城市化”是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必然趋势。如何学会

与野生动物友好相处，做它们的

“好邻居”，成为考量市民生态文明

素养的一道现实考题，同时也是城

市生态治理工作的一面镜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为此，有关

部门和基层政府在恪尽职守，加大

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惩治滥捕滥食

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的同时，进一

步完善举报奖励机制，畅通举报渠

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保护野生动

物的主动性、积极性。

现实中，随着保护野生动物理

念日趋深入人心，滥捕滥食野生动

物等违法现象显著减少。然而，随

意“投喂”食物，近距离围观、拍摄、

追逐等过度打扰野生动物问题仍

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相关事件多

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关

注和讨论。

古人云：“爱之不以道，适所以

害之也”。从公共卫生和防疫角度

来讲，过度打扰野生动物，违背动

物习性，会威胁其生存安全。并

且，一些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携带不

明病菌、病毒，人与野生动物过度

亲密接触，容易导致人畜共患疾病

甚至流行病的发生。因此，我们与

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做邻居，最为关

键的是要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距

离，做到“爱而不扰”“爱而有道”。

2020年6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

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强调：“制

止追逐、惊扰、随意投食、引诱拍摄、

制造高分贝噪声、闪烁射灯等干扰野

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今年10月

1日起实施的《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

条例》规定“禁止投喂野外自然环境

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法律法

规的导向意义鲜明，有利于凝聚共

识，促进全社会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保护好野生动物，加快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是我

们每个人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善

待身边的野生动物，积极争当它们

的保护者、“好邻居”，让一个个“可

爱的生灵”能够在城市里更加自由

自 在 地 生 存 、“ 诗 意 地 栖 居 ”。

（来源：北京青年报）

■威利

野生动物日益“城市化”市民如何与之做好邻居

要转变适龄青年的婚育观，提

高他们的婚育意愿尤其是生育意

愿，必须建立起全面、完备的支持

体系。2021年 6月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

建立支持积极生育的政策体系，降

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近年来，

各地相继出台了支持积极生育的

政策，包括延长产假、发生育补贴

等，在此基础上，还应拿出更多实

招、硬招，推动全面建立生育友好

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龙年春节，两则有关婚育的消

息登上热榜。其一，2023年多地结

婚登记人数止跌回升，龙年有望出

现“生育小高峰”。如安徽淮北市

2023年共办理结婚登记 21179对，

同比增长91.87%；湖南浏阳市2023

年共办理结婚登记5443对，比2022

年增加 458对，是 2015年以来首次

止跌回升。山西太原、河南许昌和

江苏苏州、常州、无锡等地 2023年

结婚登记人数也出现较明显增长。

其二，据央视报道，“龙宝宝”

陆续出生，今年或迎生育小高峰。

2月 10日零点刚过，上海多家妇产

科医院里就陆续迎来“龙宝宝”，截

至早上 8点，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共出生“龙宝宝”9名。

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多年

下降，加之去年出生人口创新低

（902万），在此背景下，上述两则消

息颇令人欣慰。有专家认为，这意

味着我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相

关支持婚育政策已开始见效。另

有专家认为，去年结婚登记人数有

所增加，以及今年“龙宝宝”有望增

多，可能与传统的婚育观念有关。

总之，提高适龄青年婚育意愿要久

久为功，切实减轻结婚、生育、养

育、教育的压力。

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民政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

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683.5万对，

比 上 年 下 降 10.6％ ，首 次 跌 破

700 万对，是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连

续 9 年下降。2023 年全国结婚登

记人数目前还没有发布，各地报出

的结婚登记大数据，可作为分析

2023年结婚登记人数变化趋势的

参考。总体看，考虑到 2020 年至

2022年部分适龄青年结婚受疫情

因素影响，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人

数如果出现增加，当在情理之中。

2023年多地结婚登记人数增

加，以及有望带来2024年出生人口

增长，还与民间存在的婚育观有

关。据介绍，甲辰龙年（2024年）是

“无春年”，民间称一年中没有“立

春”节气的年份为“寡年”，虽然这是

阴历和阳历之间历法推演所致，与

吉凶祸福、婚丧嫁娶无关，但不少人

还是受“寡年不适宜结婚”等民间传

统观念影响，提前在癸卯兔年（2023

年）结婚。而在生育方面，2024年

又称“青龙年”，不仅承载着“好运、

平安”等丰富含义，也被寄予了对新

生命的期待和未来的美好愿景。

上述解释表明，不少适龄青年

选择婚育仍受传统婚育观的影

响。如果上述解释符合实际情况，

那么可以推测，2024年结婚登记人

数有可能再次下跌，2025年出生人

口也有可能再次下降。如果这一

推测最终“落实”，那么2023年结婚

登记人数增加以及龙年“龙宝宝”

有望增加，都是短暂的反弹。要提

高适龄青年的婚育意愿，不能靠

“托龙年的福”之类的“外部机遇”，

而必须认真解决影响适龄青年婚

育意愿的根本问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

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新移风易

俗抓手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

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鼓励

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

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

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2019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天价彩礼”首

次被点名，且一直是近年来乡村治

理的重点问题之一。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还首次将农村生育支持纳

入工作安排，提出加强农村生育支

持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做好流动儿

童、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

人等关心关爱服务。

要转变适龄青年的婚育观，提

高他们的婚育意愿尤其是生育意

愿，需要建立起全面、完备的支持

体系。2021年 6月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

建立支持积极生育的政策体系，降

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近年来，

各地相继出台了支持积极生育的

政策，包括延长产假、发生育补贴

等，在此基础上，还应拿出更多实

招、硬招，推动全面建立生育友好

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来源：北京青年报）

随着 2024年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落地实施，

众多省份及时发布通知，加快推进目录药品落

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有更多、更好的创

新药。新时代以来，有关部门围绕药品全生命

周期特征，从医保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等

入手，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创新药的可及性。特

别是2023年医保谈判政策优化，使得创新药中

长期价格趋稳，极大支持了有价值、高质量的创

新药。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3年有 121个

目录外药品谈判成功或竞价成功，成功率高达

84.6%，平均降价61.7%。

创新药进入医保只是第一步，还必须畅通

创新药入院的“最后一公里”，尤其是打通其落

地使用的“最后一百米”。

一般而言，创新药入院需要经历科室申

请、药学部门审核、药事委员会投票等程序，往

往长达一年之久。2024年以来，不少省份发文

明确定点医疗机构召开药事委员会的时限和频

次，要求新增谈判药品“应配尽配”。有的省份

提出必要时随时开，大力推动创新药入院。例

如，广东省允许医疗机构通过一定程序，将临床

优势明显、安全性高、不可替代、患者有需求的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直接纳入用药目录。

创新药研发的投入和耗时巨大，价格比普

通药品更高。因此在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背

景下，医疗机构还面临着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品

种数、药占比以及医保总额预算等约束，使用创

新药的积极性不高。一些医疗机构对创新药的

认识不足，有的医生甚至有药不敢用。对此，上

海等地已经采取措施，在政策层面破除创新药

入院的障碍。例如，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纳入医

院用药目录但临床确有需求的创新药，可通过

绿色通道临时采购。又如，实行新增谈判药品、

竞价药品预算单列，前 3年不纳入医疗机构医

保总额预算等。这些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参考借

鉴。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建立市场化、规模化、

体系化的服务网络，帮助医生和患者解决创新

药使用中的疑惑。例如，山东省明确将协议期

内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全部纳入“双通道”管理，

并根据国家医保谈判调整情况动态更新，更好

保障患者从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购药的可

及性、一致性。此外，助力患者全病程规范用药

等一系列举措也被加速提上日程。

老百姓的事是最重要的事。畅通创新药

入院“最后一公里”政策正在陆续出台，各方尤

其是与“三医”有关部门应更加协同，解决创新

药入院动力不足等实际执行问题，更快地满足

患者精细化和多样化用药需求，提高人民健康

生活品质。

（来源：经济日报）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龙年语境下的婚育
利好如何巩固持久

（上接第一版）

国门过节，年味更浓
除夕当天，亚东边检站周密安排、精心策

划，在全力做好春节各项值班备勤工作的同时，
不断丰富节日文化内容和形式，让警营年味越
来越浓。本着“团结、轻松、健康”这一主题组织
开展了“抽盲盒”“套圈”“棋牌活动”等形式多样
的春节娱乐活动，让整个营区呈现出一片喜气
洋洋、欢乐祥和的景象，洋溢着浓厚快乐的节日
气氛。

“猴子，快点过来帮我看看春联贴得齐不
齐？歪了没有？”说这话的是亚东边检站民警侯
国松的家属何忠梅,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来亚东
陪侯国松过春节了。由于边境管控和边检工作
的特殊性，在春节来临之际，民警往往坚守一线
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警属纷纷来队探亲与民
警们共度春节，警属们幸福喜悦的欢声笑语为
警营增添了幸福甜蜜的年味。

“他不能回去过年，我就来找他，给他包饺
子吃。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何忠梅边捏紧
饺子皮边说道。家人的到来，让侯国松心里暖
暖的，他们在餐厅一起拉家常，揉面的、拌馅的、
擀皮儿的、包饺子的……来营区过年的家属们
与坚守岗位的民警一同包饺子，浓厚了“家”的
味道。“这个饺子个小皮薄馅儿多，一口上去还
有 饺 子 汁 流 出 来 ，家 里 的 饺 子 就 是 这 个 味 ！
香！”侯国松边吃边开心笑着。

立国门一线，显责任担当。亚东边检站民
警就是这样一群人。何忠梅说：“守好国门，也
是他们欢度新春佳节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在
国门过节，年味更浓。”

■胡颖廉

打通创新药

入院堵点

2月 10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半淞

园派出所民警在豫园商城前为游客指路。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 2月 17日 17

时，春节期间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

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5108场大型活

动和 588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安全顺利，旅

游景区秩序井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

序，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新华社发（刘湘麟 摄）

春节期间全国社会

治安秩序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