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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江阴市澄江街道塘前路（塘前村小区
—旭辉公元）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江阴市城区道路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塘前
路（澄南路—皮弄路）施工需要，自 2025年 6月
19日至 2025年 8月 20日，将对江阴市澄江街道
塘前路（塘前村小区—旭辉公元）实行全封闭施
工。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施工期间，
将对塘前路（塘前村小区—旭辉公元）实行禁止
一切车辆和人员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请过往
车辆提前绕行或按照该路段的交通指示通行，
施工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特此通告。
江阴市城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江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华佳丰建设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1日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6月
1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
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李在明当选总
统。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
近邻。建交33年来，两国超越意识
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积极推进各
领域交流合作，实现相互成就和共
同发展。一个健康稳定、持续深化

的中韩关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
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
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习近平强调，中韩应坚守建交
初心，坚定睦邻友好方向，坚持互利
共赢目标，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为变乱交织的地区
和国际形势注入更多确定性。要加

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增进战略互
信；要密切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确保
全球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要深化人文交流，加深相互理
解，夯实民意基础，让中韩友好在两
国人民心中扎根；要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把牢双边关系大
方向，确保中韩关系始终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
李在明对此表示赞同，表示韩中

地理相近，交往历史悠久，经贸、文化
联系密切。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
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令人钦
佩。我高度重视韩中关系，愿同中方
一道，推动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深入发
展，改善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
情，让韩中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市

场监管总局 10日发布《直播电商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介绍，征求意见稿由市场监
管总局会同国家网信办研究起草，
旨在加强直播电商监督管理，维护
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促
进直播电商健康发展。

征求意见稿细化了直播电商
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了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在违规处置、
资质核验、信息报送、培训机制、分
级管理、动态管控、信息公示等方
面的责任。要求平台经营者建立
健全平台协议规则，加强对直播间
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
直播营销人员的身份认证和资质
审核，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置，依法依规报送数据信息，积极
协助消费者维权，进一步压实平台
企业的主体责任。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直播间运营
者、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直播营

销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强化直播间
运营者责任，要求直播间运营者建
立健全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发布审
核、信息公示、身份核验等制度，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规范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行为，要
求加强对直播营销人员的管理，建立
健全直播营销人员培训、直播选品、
直播纠错等制度。要求直播营销人
员真实、准确、全面地介绍商品或者
服务，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征求意见稿强调了不履行法
定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细化
了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相关具体情
形，通过适用电子商务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
者新设处罚条款，明确了处罚依
据，增加了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
相关内容，尽快出台实施直播电商
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直播电
商常态化监管制度，推动直播电商
健康发展。

直播电商监管办法拟出台
向社会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了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
垃圾治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7年底前，健全城市建筑垃圾
治理体系，完善建筑垃圾法规政策
和标准规范。

意见提出，到 2027年底前，建
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得到有效
落实，偷排乱倒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资源
化利用率达到 50％以上，城市建
筑垃圾有效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

目前，我国城市建筑垃圾年产
生量高达 20多亿吨，部分建筑垃
圾缺少利用处置空间，违法违规倾
倒问题仍时有发生。意见明确，各
地要加快推动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地方立法，完善建筑垃圾处理及污
染防治标准体系，利用现有资金渠
道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重点
项目建设，加大建筑垃圾处理相关
技术和设施设备研发力度。

意见对城市建筑垃圾的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各个
环节，提出具体管理措施。意见要
求，加强源头管理。发展装配式建
筑，推广绿色施工和全装修交付，
将建筑垃圾减量、运输、利用、处置
费用纳入工程造价，实施建筑垃圾
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因地制宜推
进建筑拆除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一体化，并明确装修垃圾收运管
理要求，推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和
分类管理。

意见还要求，强化运输监管。
规范末端处置。推进资源化利
用。实施全过程监管。建立省级
统筹、城市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
健全完善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合惩
戒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建筑垃圾处
置核准和处理方案备案制度，建设
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平台，推行建
筑垃圾全过程电子联单管理，严厉
打击违法倾倒建筑垃圾行为，有效
实施全过程监管。

关于城市建筑垃圾治理，有新规了！

薏米水、陈皮水、枸杞红枣
水……主打健康概念的“中式养
生水”，正成为炎炎夏日里许多人
的饮品新宠。市售瓶装中式养生
饮料养生效果如何？它们与中药
代茶饮有何区别？如何科学选择
中式养生饮品？记者就此采访了
专家。

一些中医专家认为，市售瓶装
中式养生饮料含有一些药食同源
的物质，若严格遵循生产标准，合
理搭配原料，有一定养生价值；同
时也应注意，这些物质含量通常较
低，无法代替食疗和药物治疗。

以薏米水为例，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曾
文颖说，传统中医应用中，薏米常
需与其他药物配伍且用量较大，而
市售瓶装薏米水为兼顾口感等因
素，其一瓶中的薏苡仁含量通常低
于中国药典规定的用量；而受原料
质量、加工工艺影响，此类饮品的
有效成分含量也因产品而异，总体
含量有限。

“这类饮料也并非适用于所有
人，需要根据体质判断。”曾文颖举
例说，红豆薏米水适合湿气较重人
群，但薏苡仁性凉，脾胃虚寒、孕妇
及经期女性应慎用；枸杞红枣水适
合气血不足、肝肾阴虚者，而湿热
内盛、痰湿较重、舌苔厚腻者不宜
多喝，否则易加重痰湿。

为了追求养生作用而大量饮
用此类饮料也不可取。北京协和
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孙青说，过
量饮用此类饮料可能会增加心脏
和肾脏的负担，心肾功能不全人群
更需谨慎；若饮料中还添加了糖、
食品添加剂等成分，长期大量饮用
还可能导致血糖升高、肥胖等健康
问题。

除了市售瓶装中式养生饮料，
时下，一些中医医院根据时令节气
特点推出各具特色的中药代茶饮，
同样备受大众青睐。据浙江省中
医院微信公众号消息，该医院近日
推出中药代茶饮乌梅汤 2.0 Plus，
在互联网医院上线五分钟即配出
1万帖。

专家强调，中药代茶饮的原料
通常以中药材为主，或依据医院协
定方制作、或由医生为患者“一人
一方”调配。与市售瓶装中式养生

饮料成分固定、只适用于特定体质
人群不同，中药代茶饮能更精准匹
配个人体质和症状，且有效成分含
量符合药典规定，但一般也不宜长
期饮用，应根据身体状况适时调整
配方或停饮。

不同体质人群如何选用代茶
饮？曾文颖举例说，阳虚体质者宜
选用温阳散寒的中药，不宜饮用金
银花茶等偏寒凉的代茶饮；阴虚体
质者宜选用滋阴润燥的中药，不宜
饮用肉桂茶等偏温热的代茶饮；针
对有特殊病史、复杂病情或特殊体
质的人群需仔细研判，例如，同样
是失眠，心脾两虚者适合用桂圆红
枣茶，而肝郁化火者可选用玫瑰薄
荷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介绍，
医院的中药代茶饮通常会明确其
适用人群，并经医院药学部门严格
审核、通过了临床观察和不良反应
监测，相对比较安全。

“在掌握足够中医知识的前提
下，一些常见代茶饮可以自行调
配，可从以药食同源物质为原料的
代茶饮开始尝试。”刘洋说，如不具
备相应知识，则应请医生根据自己
的体质和症状开具代茶饮处方。

无论是选择市售瓶装中式养
生饮料还是中药代茶饮，都应秉持
科学理性的态度。

专家认为，部分市售中式养生
饮料产品存在夸大宣传等问题，需
理性看待；某些饮品将根茎类药材
泡在瓶中，如药材因生长、加工等
环节污染而重金属富集，长期饮用
或导致重金属在体内蓄积，引发肝
肾功能损害、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
损伤等问题，选购时应认准正规企
业生产的产品。

刘洋特别提醒，由于中药存在
配伍禁忌，正在服用药物或保健品
的人群，特别是患有肝肾疾病的人
群以及老年人、儿童、孕妇等特殊
人群，应慎重选择中式养生饮料，
防止对健康造成损害。

“仅靠喝‘中式养生水’就想达
到健康目的可谓舍本逐末，与之相
比，更重要的是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充足睡眠和良好心态。”孙青
说。

（据新华社）

“中式养生水”流行，你喝对了吗？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国海
军新闻发言人王学猛海军大校表示，
日前，中国海军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

队赴西太平洋等海域开展训练，检验
部队远海防卫和联合作战能力。这是
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

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
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
和目标。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
信息化司司长庄宁 10日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
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下沉和均衡布局，在全国81个
试点城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促进医疗资源上
下共享。2024年，全国双向转
诊人次数达 3656.7万，较 2023
年增长20.6％。

近年来，我国按照“大病不
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
疾病在基层解决”的总体要求，
着力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就
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务。

庄宁介绍，国家医学中心
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双中心”
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设立13
个专业类别国家医学中心和儿
童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支
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
辐射带动作用，有序带动全国
医疗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县域内医疗资源整合和
优化配置同步加强。截至
2024年底，全国已有2188个县
（市、区）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实现以省为单位全覆
盖；县域影像、心电、检验等资
源共享中心以及中心药房累

计提供服务近 1.9亿次，更多
群众享受到“基层检查、上级
诊断、结果互认”的便利。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
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进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共享，持续优化

“双中心”建设模式、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持续推进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由三级综合性医
院牵头，建立城市网格化医疗
服务新体系，力争2025年90％
以上县域建成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
程，加强基层儿科、中医科、口
腔科等服务能力，推进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

2024年全国双向转诊人次数达3656.7万

图为山东舰放飞舰载战斗机图为山东舰放飞舰载战斗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
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意见》，从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扩大基础
民生服务普惠性、提升多样化社会
服务可及性等方面作出部署。

意见有何亮点？如何推动民生
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
在国新办 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有关部门负责人作出解答。

意见亮点：准、实、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渭
明介绍，意见在政策上的亮点，可以
用“准、实、新”三个字概括。

准，指的是民生建设的方向和
政策着力点找得比较准。意见提出
了推动新时代民生建设更加“公平、
均衡、普惠、可及”的八字方针，既要
在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制度
建设上增强公平性、提高均衡性，也
要聚焦上好学、看好病、提供“一老
一小”普惠服务和多样化社会服务
等方面，有针对性提出政策举措。

实，指的是针对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民生堵点卡点痛点问题，提
出明确目标和务实举措。比如，意
见提出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发式
帮扶提能增收行动等举措，引导公
共资源科学合理配置，更好满足群
众需求。

新，指的是推出更多以“小切
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针对
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

次设置，意见提出合理确定缴费补
贴水平，适当增加缴费灵活性；聚焦
减轻家庭生育负担，意见提出支持
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生育保险生育
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将
为老百姓带来更多实惠。

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

意见将“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
盖面”作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举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翟燕立表
示，将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

在完善各类人群参保政策方
面，以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
业形态人员、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研
究制定更适合新就业方式和收入特
点的参保政策。

在提高政策实施精准度方面，
持续关注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
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等困难群
体，继续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和代缴工作，确保精准帮扶，应
保尽保。

在提升经办服务可及性方面，
持续优化社保高频事项的办理流程
及方式。在提高统筹层次的基础
上，统一规范有关政策、待遇标准、
管理体系、服务流程等，完善转移接
续机制。

围绕意见提出的加强低收入群
体兜底帮扶，民政部社会救助司负
责人张伟表示，要从扩大监测范围、
强化数字赋能、加强组织协调等方

面入手，强化政策供给，突出精准救
助，发挥体制优势，做到兜住底、兜
准底、兜牢底。

持续提升医疗、教育服务水平

意见提出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
源共享。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
与信息化司司长庄宁表示，将按照

“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
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总体要求，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
布局。

婴幼儿照护是很多家庭关心的
问题。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
同有关部门，通过完善托育服务支
持政策、标准规范、供给等体系，来
实现“托得起”“放心托”和“托得
好”，下一步将多渠道增加普惠托育
服务供给。

着眼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说，要
让更多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
教育。

根据意见部署，基础教育领域
将聚焦扩大总量、提高质量、促进公
平三个目标落实相关举措，包括新
建改扩建 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
中、用 5年时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加快扩大
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
等。

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将通过
支持高校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推动
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人
口大省倾斜、引导高校面向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机制等举措，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
容。

加强民生领域财政保障

发布会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负责人葛志昊提到这样一组数据：
2025年全国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预算安排均接近 4.5万亿
元，分别增长 6.1％和 5.9％，卫生健
康等支出也都保持较高增幅。

就业是财政支持的重点领域。
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
金667.4亿元，支持地方落实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延续降低失业、工伤
保险费率，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就业见习补贴提前发放等政
策，支持企业纾解困难、稳定岗位。

在提高基本养老保障水平方
面，国家财政承担的城乡居民全国
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 20
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将适当
提高。

此外，财政在教育、医疗等领域
的支持作用也在加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到
每人每年99元、中央财政安排学生
资助补助经费809.45亿元……财政
推动民生“保障网”越织越牢。

“民生事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也一直都是财政优先支持的
重点领域。”葛志昊表示，将更好发
挥财政作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新华社）

事关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
六部门作出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