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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219线新藏公路叶城县至疆藏区界段 2021年度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承包
第一标段工程”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进行完工验收，本公司对该项目所有农民工工资均已足额发放，无拖欠情况。现予公示

（时间：2025年 1月 14日至 2025年 2月 12日），如有异议，请于 30日内拨打以下监督举报电话。
1.施工总承包单位：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291066777
2.建设单位：西藏波密某部
联系电话：15129074433
3.劳动局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电话：0998-5797259
特此公示

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14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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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记者

任沁沁）2025年春运将于 1月 14日开

始。公安部结合往年春运期间道路

交通事故特点，研判 2025年春运交通

安全形势，13日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今年春运跨区域自驾人员出行

规模预计将达到 72 亿人次，疲劳驾

驶、分心驾驶、超速超员几率大，自

驾出行事故风险突出。春节假期延

长为 8 天，探亲、旅游出行增多，易导

致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存在

安全风险。春运道路客运高峰“来

得早、时间长”，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能源保供、民生物资等货运需求旺

盛，客货运输交织风险加大。春节

前“赶工”“抢运”、元宵节后抢抓“开

门红”“多拉快跑”，肇事肇祸风险突

出。农村赶集庙会、走亲访友等出

行增多，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速

行驶等肇事违法增多；一些返乡人

员不适应山区路窄、弯急坡陡、临水

临崖路况，易发生交通事故。冬季

天气形势复杂多变，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频繁，对春运交通出行和安全

影响大。

公安部提示，自驾车辆出行，应

提前了解路况、天气，合理安排出行

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

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

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

驶，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

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高速公路

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

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

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

即报警”；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

变道、倒车。城市道路行车，要保持

安全车速，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

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农村道路

行车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

路段要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

视线差，尽量靠中线行驶。遇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尽量减少自驾出行，

确需驾车出行的，要降低车速、控制

距离，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路

面积雪或结冰，应尽量沿前车车辙

轨迹行驶，切勿加速超车。乘坐客

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

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

员 客 车 ，不 要 搭 乘 轻 型 货 车 、三 轮

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

程系好安全带。

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记者

徐鹏航）为进一步加大对创新药的支

持力度，国家医保局将研究出台一系

列政策举措，包括拓宽创新药支付渠

道、探索建立丙类药品目录等。

这是记者 13 日从国家医保局获

悉的。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日前召开

支持创新药发展企业座谈会，与部

分医药企业交流创新药发展情况，

听取对医保部门支持创新药发展的

意见建议。国家医保局表示，将着

力完善“1+3+N”多层次保障体系，

拓宽创新药支付渠道；探索建立丙

类药品目录，引导惠民型商业健康

保险将创新药纳入保障责任；优化

创新药首发价格管理和挂网采购流

程，提高挂网效率。

同时，持续动态调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及时纳入符合条件的创

新药品，稳定企业预期；推动定点医

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做好药品配备，

鼓励创新药临床应用。

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的 91种药品中，38种是“全球新”的创

新药，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量，都创

历年新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

此前表示，要在坚持基本医保“保基

本”的前提下，将更多新药好药纳入

医保目录，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

公安部

发出 2025年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国家医保局

将出台新举措支持创新药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记

者 魏弘毅）水利部 2025 年计划启动

编制水利技术标准 60 项，推广应用

100 项成熟适用水利科技成果，加强

新技术新设备研发运用。

这是记者 13 日从全国水利工作

会议上得到的消息。会上，除水利

科技创新外，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还

围绕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构建

国家水网工程体系、完善复苏河湖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议题，介绍了

2025年水利领域重点工作。

这位负责人表示，将着眼完善

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

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等，

启动实施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并

落实落细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

区管理各层级各环节责任，进一步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聚焦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大动

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

发展、加快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

道建设、优化完善区域水网布局等

方面成为 2025 年工作重点。相关负

责人介绍，将开工建设一批省级水

网骨干工程，构建省市县级水网协

同融合发展体系；同时深入实施农

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健全农

村供水保障体系。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完善复苏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2025 年，水利部计划完成 88 条（个）

母亲河（湖）复苏行动任务。着眼完

善地下水综合治理体系，完善地下

水监测评价预警体系，加快地下水

禁采区、限采区划定等举措将成为

发力重点。此外，水利部还将加强

长江上中游、东北黑土区等重点区

域水土流失治理。

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节水是

根本出路。会议提出坚持“四水四

定”原则，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和节约用水条例，推进水资源刚性

约束配套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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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前夕，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客运段组织由铁路职工组成的非

遗表演小分队登上 C3685 次旅客列车，为车厢内的旅客带来“庐州蛋雕”和黄梅戏表

演等，并为旅客送上祝福。

上图：1月 13日，在 C3685次列车上，乘务人员为旅客送上祝福。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左图：1 月 13 日，在 C3685 次列车上，安徽省非遗“庐州蛋雕”传承人王剑（右）为

旅客展示铁路主题的蛋雕作品。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呼吸道

传染病流行态势如何？得了流感怎么

办 ？ 春 运 在 即 ，医 疗 机 构 有 哪 些 针 对

性准备？……针对当前公众关切的呼

吸 道 疾 病 防 治 热 点 问 题 ，国 家 卫 生 健

康委 12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进行回应。

一问：呼吸道疾病就诊
有没有“爆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司

长高新强表示，监测显示，近期处于流

感 相 对 高 发 期 ，但 未 超 过 上 一 年 流 行

季 的 水 平 。 全 国 发 热 门 诊 、急 诊 患 者

数 量 呈 现 一 定 程 度 的 上 升 趋 势 ，总 体

低 于 上 一 年 同 期 水 平 ，未 出 现 医 疗 资

源明显紧张的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主 任 医 师 徐 保 平 介 绍 ，该 院 门 诊 这 个

冬 季 没 有 出 现 病 人 超 常 增 多 的 现 象 。

近 两 个 月 ，内 科 门 诊 就 诊 量 与 上 一 年

同期相比明显减少，与 2019 年的水平

一致。

二问：我国呼吸道传染
病流行态势如何？

中 国 疾 控 中 心 研 究 员 王 丽 萍 表

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呈现多

种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交 替 或 叠 加 流 行 态

势，但均是已知病原体，未出现新发传

染 病 ，总 体 流 行 强 度 和 就 诊 压 力 不 会

高于上一年流行季。

王丽萍介绍，流感是当前引起急性

呼吸道感染患者就诊的主要疾病。目

前 ，流 感 病 毒 阳 性 率 上 升 趋 势 已 经 减

缓，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预计本

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可能逐步下降。

三问：得了流感，什么情
况应及时就医？

王丽萍表示，流感一般 1 到 2 周可

以 自 愈 ，但 如 果 出 现 持 续 高 热 ，伴 有

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神志改变、严重

呕 吐 和 腹 泻 等 重 症 倾 向 ，患 者 应 及 时

就诊。

此 外 ，孕 妇 、儿 童 、老 年 人 以 及 慢

性 基 础 性 疾 病 患 者 属 于 高 危 人 群 ，感

染 流 感 以 后 容 易 引 发 重 症 ，应 尽 快 就

医治疗。

四问：“中招”了该怎么用药？

徐保平表示，如果怀疑得了流感，

可 及 时 到 医 院 就 诊 ，根 据 医 生 的 处 方

使用药物。早期使用抗病毒药物可有

效 抑 制 病 毒 的 复 制 和 传 播 ，缩 短 流 感

病程，预防重症和并发症，但不建议自

己使用处方药。

徐 保 平 说 ，呼 吸 道 感 染 是 儿 童 的

常见疾病，以病毒感染为主，多数没有

特 效 抗 病 毒 治 疗 药 物 ，主 要 是 对 症 治

疗 。 常 用 药 物 包 括 退 热 药 、祛 痰 药 和

一些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中成药。

徐 保 平 特 别 提 醒 ，儿 童 应 慎 用 镇

咳药。同时，要特别关注用药安全，不

能 随 意 增 加 药 物 剂 量 ，也 不 能 随 意 增

加给药频次。

五问：流感相关药物供
应情况如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

洋 介 绍 ，工 信 部 系 统 梳 理 了 流 感 等 呼

吸道疾病相关解热镇痛药物、抗生素、

中 药 、小 分 子 抗 病 毒 药 物 等 产 能 产 量

情况，总体上供给充足、市场稳定。其

中，对磷酸奥司他韦、玛巴洛沙韦等小

分 子 抗 病 毒 药 物 进 行 了 重 点 监 测 调

度 ，并 组 织 企 业 做 好 生 产 供 应 和 动 态

调配，保障群众用药需求。

据 介 绍 ，近 一 年 来 常 用 的 呼 吸 道

疾病国产治疗药品没有出现过断货情

况，平台供应十分稳定。下一步，工信

部 将 密 切 跟 踪 呼 吸 道 疾 病 发 展 态 势 ，

加 强 生 产 监 测 和 供 需 对 接 ，及 时 响 应

市场需求。

六问：流感+春运，医疗机
构有哪些准备？

春节前后，受人群大规模流动等因

素影响，流感的传播风险会相对升高。

高新强介绍，目前相关重点药品生

产供应和库存总体正常，配送率也在正

常范围内。从各级医疗机构反映来看，

目前购药渠道通畅，重点药品也按计划

进行了储备。

高新强表示，各级医疗机构将加强

重点药品短缺情况报告，及时核实并做

好供需对接。同时，多措并举保障基层

医疗机构用药需求。

七问：孩子反复“感冒”，
是怎么回事？

有的孩子“感冒”刚好转，没多久又

出现发热等症状，会不会同时感染了多

种病原体？

徐保平表示，同时感染的情况并不

常见。多种病原体同时流行，并不代表

孩子会同时感染，多数情况下以单一病

原体感染为主。

不过，反复出现症状，可能是因为

孩子先后感染了不同的病原体。徐保

平介绍，比如一开始感染了鼻病毒，之

后又感染了流感病毒。这个时候，孩子

抵抗力的恢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应更

注意防护。

八问：之前没接种流感疫
苗，现在来得及吗？

当 前 流 感 流 行 的 优 势 株 是 甲 型

H1N1 亚型。国家流感中心的抗原性分

析显示，与流感疫苗株匹配度良好，疫

苗接种有效；耐药性分析结果显示，对

于抗病毒药物敏感，药物治疗有效。

王丽萍表示，所有 6 月龄以上的人

群，只要没有疫苗接种禁忌，建议每年

都接种流感疫苗。对于尚未接种流感

疫苗的人员，现在依然可以接种。疫苗

在整个流感流行季都具有保护作用，可

以降低感染风险、减轻发病症状、减少

并发症。

九问：久咳不愈，中医药
有什么办法？

急性呼吸道感染后，有些患者久咳

不愈。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介绍，

中医药解决咳嗽的问题，首先要分清楚

其是寒、是热还是燥。寒咳的特点是咳

嗽很频繁，咳的声音很重，伴有咽痒，咳

出清稀的痰或者白痰，可用疏风散寒止

咳的药物；热咳主要是咳嗽频繁、喉咙干

痛、咳黄痰，脸色、舌苔偏红，可用清热化

痰止咳药物；燥咳表现为干咳，痰很少、

很粘等，可用润肺润燥的止咳药物。

张忠德介绍，还有一种特别的咳嗽

叫作风咳，特点是阵发性呛咳，风一吹

咳嗽就加重，没有痰或者很少的痰，也

有针对性治疗药物。

十问：多种病原体流行，
如何做好预防？

引起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常见病

原体，还包括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等，公众如何认识并预防？

王丽萍介绍，人偏肺病毒感染和呼

吸道合胞病毒感染都属于自限性疾病，

感染后，主要出现发热、咳嗽、流涕、鼻

塞等呼吸道症状，大多数症状可自行消

失。对于儿童、老年人以及免疫功能较

弱的群体，可能会引起下呼吸道感染。

王丽萍说，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营

养、适度体育锻炼等可以增强抵抗病毒

的 能 力 。 同 时 ，要 养 成 良 好 的 卫 生 习

惯，如勤洗手，遵守咳嗽礼仪，科学规范

佩戴口罩，保持居室通风等。对于冬季

的北方地区，推荐午间时段开窗通风。

（据新华社北京电）

当前呼吸道疾病防治十大热点问答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水利部

百 项 成 熟 适 用 水 利 科 技
成 果 将 于 2025 年 推 广 应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