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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台行动计划“防残于未然”
外交部：

立陶宛认识到错误
是正确的一步

据中国残联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残疾人约

200万，进一步做好残疾预防工作迫在眉睫。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

动计划（2021-2025 年）》，为“防残于未然”提供

指引。

主要指标2025年处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残疾预防主要指标

处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北京大学APEC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郑晓瑛

教授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居

民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慢性病、心理健康问题等

致残风险增加，残疾预防工作或将面临更大压力和

挑战。

行动计划坚持三级预防原则，针对遗传、疾病、

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防控，提出实施残疾预防知识

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疾病致残防

控、伤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五大主要行动，强

调“把增强公民个人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作为残疾

预防的基础工程抓紧、抓实”。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20项工作任务和25项工

作指标，涵盖了各主要致残因素的防控任务和措

施，提出“全面实施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残疾

预防三级防控策略，着力推进关口前移、早期干预”

“逐步扩大致残性疾病筛查病种范围，推进早筛、早

诊、早治”“加强长期照护服务”“加强残疾预防科技

攻关、示范应用”等新举措、新要求。

“行动计划内容设计既有系统性，又有前瞻性，

可操作性也较强，有助于推动我国残疾预防事业在

新阶段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郑晓瑛说。

加强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

行动计划指出，面向儿童、青少年、新婚夫妇、

孕产妇、婴幼儿家长、老年人、高危职业从业者等重

点人群开展针对性宣传教育，主动提供残疾预防和

出生缺陷防治科普知识，普及遗传和发育、疾病、伤

害等致残防控的科学知识、方法；面向伤病者、残疾

人，加强康复知识宣传普及，着力提升康复意识、能

力。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率超过80%。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家田向阳主任医师认为，

强调加强对重点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残疾预防知

识普及是本期行动计划的亮点之一。

田向阳表示，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可

能遇到不同的致残因素，要区分不同人群、不同场

所、不同致残因素，有计划、有目标、有重点地开展

有针对性的知识普及，这样既可以更好满足特定人

群的迫切需求，也能提高知识普及效率和效果。

加强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

行动计划指出，加强婚前、孕前保健。婚前医

学检查率超过70%，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

盖率超过80%。做好产前筛查、诊断。产前筛查率

超过75%，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超过90%。加强儿童

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

查率不小于98%，新生儿听力筛查率不小于90%。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不小于85%。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中国出生缺陷监

测中心主任朱军认为，出生缺陷是导致先天残疾

最重要的因素。在孕前、产前、新生儿出生后及时

参加筛查，有利于尽早发现缺陷，从而做到早干

预、早治疗。

朱军介绍，以听力筛查为例，我国每年约3万

新生儿患先天性听力障碍。如果在这些孩子还没

有开始学说话时就能发现听力障碍问题，给他们尽

早戴上助听器，就可能实现“聋而不哑”，让他们获

得和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学习的可能。

加强慢性病致残防控

行动计划指出，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发挥好体

育健身在主动健康干预、慢性病防治、康复中的作

用。高血压患者和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

服务率不小于65%，百万人口白内障复明手术率超

过3000。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首席专家王

临虹介绍，我国成年残疾人中由慢性病导致的残疾

占56%。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再加上居民抽烟、过度饮酒、久坐等不健康生活

方式仍然普遍存在，慢性病致残防控工作仍面临巨

大挑战。

王临虹表示，慢性病致残防控工作首先应从疾

病预防入手。“我们要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王临虹说，“同时，要加大对

慢性病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管理力度，做好并发症的

筛查与干预，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疾病防治

行动计划指出，构建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强化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和个体

危机干预，加强群体危机管理。以社区为单位心理

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建成率超过80%。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社会精神病学与行

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认为，加强社会心理服

务，就是要在诊断和治疗病人的同时进行高危人群

的筛查。

黄悦勤指出，要以社区为单位，对生活、工作中

出现危机的居民及时进行危机干预，以达到预防精

神疾病发生的效果。

加强老年人跌倒致残防控

行动计划在“伤害致残防控行动”部分，明确提

出加强老年人跌倒致残防控。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伤害防控室主任段蕾蕾介绍，当前，

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因伤害就诊的首要因素。

要减少老年人跌倒致残，首先要做好老年人

跌倒预防。“我们呼吁老年人要做自己防跌倒的

第一责任人。”段蕾蕾说，“老年人穿适合自己的

衣服鞋子，放慢动作，遵医嘱服药、减少多重用

药，更换过软的沙发和不合适的家具等都可以有

效防止跌倒。”

段蕾蕾还呼吁，子女要帮助家里老人完成家

居环境适老化改造。政府部门和社会要大力推广

老年友好环境建设，改造公共场所易致跌倒的危

险环境。

保障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

行动计划指出，开展残疾人基本需求与服务状

况调查，持续组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

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康复辅助器具

配置等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

率、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超过85%。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原主任龙墨表示，

康复服务对于残疾人来说意味着生命的重建。要

实现行动计划制定的目标，加强康复人才教育培养

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康复人才存在较大缺口，一些本

科、专科学校开设了康复专业，但康复学科体系尚

有待完善。‘十四五’期间，康复大学即将建成。我

们迫切希望康复大学不仅能培养康复领域高端人

才，还能带动全国各地加大康复人才的培养力度。”

龙墨说。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为了进一步规范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国家网信办5

日公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应用程序提供者不得通过虚假宣传、捆绑

下载等行为，或者利用违法和不良信息诱导用户

下载。

征求意见稿指出，应用程序为用户提供信息发

布、即时通讯等服务的，应当对申请注册的用户进

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用户不提

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冒用组织机构、他人身份信

息进行虚假注册的，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对

上架的应用程序实施分类管理，并将应用程序向应

用程序分发平台所在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

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采取复合验证等措施，对申

请上架的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

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多种方式

相结合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从事应用

程序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

和诚信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不

得以任何理由强制要求用户同意非必要的个人信

息处理行为，不得因用户不同意提供非必要个人信

息，而拒绝用户使用其基本功能服务。

此外，根据征求意见稿，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关注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各项义务，严格落实

未成年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

形式向未成年用户提供诱导其沉迷的相关产品和

服务。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不得利用不良信息诱导用户下载应用程序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针对立陶宛总统4

日表示立政府决定让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开

设“驻立陶宛代表处”是一个错误，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认识到错误是

正确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纠正制造

“一中一台”的错误行径，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轨

道上来。

“我还要指出的是，中立关系受挫的是非曲

直十分清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无助于

问题的解决，也无助于中立关系的改善。”汪文

斌说。

“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谋求‘台独’分裂必

将以失败告终。”汪文斌说。

欧洲疫情连刷新高
再现抗议反对抗疫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5日电 受变异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迅速蔓延影响，法国、英国、西班

牙等欧洲国家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疫情核心

数据屡创新高，医疗卫生系统压力陡增。

1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单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27万例；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

过20万例；丹麦新冠住院患者接近800人，接近

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的峰值。

英国目前新冠入院患者数达到2021年3月以

来最高水平。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3日表示，在奥

密克戎毒株冲击下，英国医疗服务未来几周将面

临“相当大的”压力。

此外，西班牙元旦期间新增37万新冠确诊病

例，预计1月6日之后将迎来新一波高峰。

然而，随着欧洲多国新年以来不同程度收紧

防疫限制措施，再次触动部分民众的敏感神经。

荷兰日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为防控新冠疫

情，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已禁止在当地的博物馆广

场举行集会，但2日仍有约2000名示威者违反禁

令在广场集会，抗议政府实施的防疫措施。

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携带盾牌等防暴装备在

现场维持秩序。警察在试图驱散人群时与示威者

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

阿姆斯特丹警方3日说，有4名警察在冲突

中受伤，但无法证实有多少示威者受伤。

这已不是荷兰第一次举行针对防疫的抗议活

动。2021年11月，鹿特丹、海牙、恩斯赫德、格罗宁

根等城市相继发生抗议活动，警方一度实施紧急

状态。

另据报道，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本周末也计

划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

航天科技集团：

2022年计划安排
40余次发射任务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2022年，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安排 40 余次宇航发射任务，将完
成载人航天 6 次重大任务，包括两次货运飞船、两次
神舟飞船和实验舱Ⅰ、实验舱Ⅱ发射，以及在轨交会
对接、出舱活动和飞船返回任务，全面建成空间站；完
成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首飞任务。

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航天科技集团2022年型
号工作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表示，2021 年，面对
型号任务极为繁重、时间进度极为紧张的巨大挑战，
航天科技集团实现了“十四五”发展的开门红：中国空
间站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天问一号”拓展了我
国星际探索新边疆，宇航发射及飞行试验数量再次刷
新历史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