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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也要过春节了
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 12 月 22 日协商一

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
合国假日。以后在联合国也可以过年啦！

春节（农历新年）成为联合国假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
在联大决议通过后表示，春节作为中国传
统民俗节日，不仅是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
日子，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
理念，也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许多国
家和地区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
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

戴兵说，中国推动春节成为联合国假
日，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
明多样性的务实行动。春节正式成为联合
国假日，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
响力，将有力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
鉴，积极体现联合国倡导的多元、包容文化
价值理念。联大决议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
假日，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
处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和踊跃支持。

联合国2024年怎么安排过年？期待满满！

春节在联合国怎么过？

其实在这次联大通过决议之前，联合
国总部的中国籍职员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一直在积极推动将春节列入联合国

假日。而且，联合国纽约总部每逢春节都是
挺有年味儿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任后每年都
会在春节前发布视频致辞，在向所有欢度
这一节日的人们表示祝贺的同时，也表达
自己在新一年中的重要愿景。他的前任潘
基文在任期间也曾至少 4次发表春节贺辞，
向中国人民及所有庆祝这一节日的各国民
众表达祝福。已故的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
安南，曾经在 1998年虎年春节到来前，为中
国的儿童题词“祝全体中国儿童虎年好！”
他还曾以电视录像讲话的方式在 2004年猴
年春节前夕，为中国人民送上祝福。

第 6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赛尔、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也曾在春节前夕
以不同方式表达祝贺。联合国高官庆贺农
历新年，已渐成联合国“传统”。

联合国里另一个有年味的“内容”是小
小的邮票。联合国邮政管理处自 2010 年虎
年开始发行以“中国农历新年”为主题的生
肖邮票。在第一轮 12 生肖邮票发行完毕之
后，2022年 1月 21日，邮政管理处开始了中
国农历新年邮票的第二轮新设计邮票发
行，推出新版虎年邮票。今年 1 月 20 日，邮
政管理处发行了中国工笔画风格白兔形象
的第二款中国农历兔年邮票。

每逢春节，联合国总部内外也会举行
各类官方或非官方的庆祝活动。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举办的春节招待会，被誉为
在联合国工作的华裔和中国籍员工每年最
期待的一项春节庆祝活动。2019年，苏州交
响乐团的中国新年音乐会在联合国总部的
联合国大会会议厅举行。2021年，在世界各
地联合国各机构工作的中国籍员工举行了
全球“云拜年”活动，共庆牛年春节。

由联合国内部的中国籍职员组成的非
官方组织联合国中国书会，每年也都会同
联合国中文处一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办
春节联欢会。以前，由于春节不是联合国假
日，他们只能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联欢。相信
从即将到来的甲辰龙年开始，在联合国的
华裔和中国籍员工们，可以更加轻松畅快
地庆祝这个传统佳节。

联合国还有哪些假日？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多边国际组织，联
合国汇聚了来自 190 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和
工作人员，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习俗
不同。他们在联合国工作时怎么放假？除了
春节，联合国还有哪些富有特色的节日？记
者带你一探究竟。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规定，联合国总部
和世界各地的机构每年要设定 10 个固定
官方假日，或者 9个固定官方假日加 1个浮
动假日。

联合国的固定官方假日包括两类：一

是联合国机构所在东道主国家或地区的假
日，二是联合国大会决议规定的伊斯兰教
开斋节和古尔邦节。

浮动假日则是联合国为方便不同宗教
信仰、文化习俗的员工的一个设计。不同国
家的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从一个包
含多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节日清单中
选择一天放假。

以联合国纽约总部和瑞士日内瓦办事处
为例，和记者一起看看他们2023年的安排。

这两个地方今年都做了“9+1”假日安
排，即 9个固定官方假日+1个浮动假日。在
固定官方假日安排上，元旦、圣诞节、开斋
节、古尔邦节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节日是两
地的相同选项。此外，两地还分别纳入了美
国独立日、感恩节和瑞士国庆日、圣灵降临
星期一等东道主国家的节日。可以看出，联
合国固定官方假日的设置往往具有很强的
东道国（地区）地方特色。

在浮动假日安排上，两地清单的相同
选项包括东正教圣诞节、诺鲁孜节、东正
教耶稣受难日、卫塞节（Day of Vesak）、
赎罪日（Yom Kippur）、排灯节（Diwali）、

“戈尔普拉博”（Gurpurab），纽约总部的浮
动假日清单中有马丁·路德·金日，日内
瓦的清单用耶稣升天节代替了马丁·路
德·金日。

（据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这份日常保密注意事项清单
请速查收！

国家秘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每个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
的义务，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追究。工作
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细节，稍不注意就会引发失泄密风险，造成严
重后果。今天，国家安全机关准备了一份日常保密注意事项清单，
让我们一起在工作生活中更好地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共同
筑牢保密的钢铁城墙。

涉密文件
1.不将涉密文件、资料随意堆放在办公桌上，用后及时将其放

到符合保密等级的保密柜中。
2.不将涉密文件、资料带离办公场所。
3.阅读或使用完涉密文件、资料后不私自留存。
4.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
5.不通过普通邮寄的方式寄递涉密文件、资料。
6.不随意将存有涉密文件的U盘或移动硬盘交由他人使用。
7.不在互联网网盘、云盘中存储国家秘密和内部敏感信息。

涉密计算机
1.不将涉密计算机接入互联网或其他公共网络。
2.不随意在涉密计算机上安装从互联网下载的软件。
3.不擅自卸载涉密计算机上的安全软件。
4.不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无线网卡、无线鼠标、无线键盘等无

线设备。
5.不在涉密计算机和互联网计算机之间交叉使用U盘、移动硬盘。
6.不点击陌生账号发来的电子邮件和链接。
7.不设置基于姓名、生日、身份证号等简单且指向性强的密码。

生活中的手机
1.不用手机发送国家秘密事项或涉密信息。
2.不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3.不连接没有加密防护的 WIFI网络。
4.不过于详细记录联系人的工作单位、职务等信息。
5.不将手机连接涉密计算机。
6.不轻易在敏感地点附近打开手机的定位功能。
7.不将手机带入涉密场所。

生活中的朋友圈
1.不与朋友、同学、家人等谈论涉密事项。
2.不将无关人员带入涉密场所。
3.不携带密件等涉密物品参观、游览、探亲访友或出入公共场所。
4.在社会交往中洁身自好，在重要敏感单位工作的人员不要暗

示自己的“特殊身份”，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诱、胁迫导致泄密。
5.不在公共社交平台上谈论涉密事项。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每个公民要做好应尽的保密义务，紧绷保密之弦，增强保密意
识，提高保密能力。如发现窃取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可
疑情况，请及时拨打 12339 举报受理电话，登录 www.12339.gov.cn
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
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据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两部门再次预拨4亿元支持抗震救灾工作

积石山县中小学陆续复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财政部、应

急管理部 25 日再次预拨 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资金，支持甘肃、青海两省做好积石山 6.2
级地震灾害救灾工作。

这笔资金重点用于受灾群众应急救助、过
渡期转移安置、遇难人员抚恤、倒损住房恢复
重建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有
地方住、有热饭吃、不挨冻，维护灾区社会稳
定、民心安定。

记者从积石山县教育局获悉，从 12 月 25
日起，积石山县中小学校陆续进行复课。

据了解，12月 22日，震后的第 4天，积石山
县 4900余名高中学生已在线上复课。

据积石山县教育局介绍，从12月25日起，积

石山县初中学校将以班为单位开展线上教学；小
学 4至 6年级，有条件开学的学校，开展线上教
学，没条件开学的学校，教师下沉到安置点开
展教学辅导；1 至 3 年级，学校教师下沉到安置
点开展教学辅导；幼儿园本学期不再复课，教
师在安置点组织开展心理辅导和游戏活动。

另外，当地教育部门介绍，积石山县全县
244所学校中，经鉴定能安全使用的学校，将于
12月 25日至 29日陆续返校上课。

此外，记者从 25 日举行的甘肃临夏州积
石山县 6.2 级地震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 12 月
25 日 7 时 ，甘 肃 地 震 灾 区 已 安 装 活 动 板 房
8096 间，安装进程过半。其余正在紧张运输和
施工当中。

12月 25日，积石山县柳沟乡阳山希望小学的学生在课间做游戏。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医靠”进村 健康“加码”
攸县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工作见闻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卢敬爱 吴暑明 刘晓聪

冷风飕飕地
从门缝往屋里灌，
86岁的老贺拉下里
屋的门帘，又把火炉
子调到最高档，但仍止
不住咳嗽，身体瘫软
在旧沙发上。

这个冬天，家
住攸县联星街道高
岸村的老贺哮喘病又
犯了，鼻腔一受冷空气刺激就
咳得厉害，有时还会呼吸急
促、全身乏力。每到这时，“比
闺女还亲”的村医郭珍莲，总
会第一时间赶来，先给屋子透
透气，再给老贺测量血压血
糖，指导及时用药。

树老根多、人老病多，尤
其是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
人而言，儿女常年在外打拼谋
生，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连
个求助人都找不到。“医靠”，
成为百姓最迫切的诉求。

今年，省卫健委等多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
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
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
中明确提出推进服务重心下
移和优质资源下沉，提高农村
居民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实现“在
基层有医生、有药、有医保”。

事实上，探路医疗资源下
沉，攸县先行一步。从2020年
开始，攸县率先启动了以公有
化、标准化、信息化为目标的
村卫生室标准化创建工作，逐
步提升乡村卫生室和乡村医
生的服务能力，到目前297个
行政村创建达标率为100%，
通过全省乡村医生本土化培
训项目累计培养年轻医生127
名，医保村级门诊报销年均达
到50万人次……

就在前不久，省委书记沈
晓明在株洲调研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时，专程前往攸县网岭
镇洞井社区卫生室考察，对当
地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工
作的进展表示肯定，并要求进
一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医靠”进村，健康“加
码”。推动医疗资源下沉之路，
还须走进攸县，细细品读。

从“后继无人”到“乐于扎根”

12 月 18 日，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社区的天刚
蒙蒙亮，村卫生室就陆陆续续来了输液的病人。“来
这熟门熟路的，早点输完液还可到集市上转转。”上
屋组村民李万三边撸袖子边说。

村医田明亮配好药，挂上吊瓶，让李万三把身
体往床头靠一些，熟练地扎上针头：“看你这精神
头，恢复得不错啦。”

两个多月前，65 岁的李万三可是“到鬼门关走
了一回”。他患有高血压、脑卒中等基础病，儿子又
有精神疾病，均属于村里的“重点关照”对象。田明
亮上门走访时，刚好看到李万三“扶着墙壁上楼、腿
部有明显水肿”，测量血压脉搏，明显超出了正常数
值，初步判定是肝腹水发病症状。

不容李万三迟疑，田明亮把他“拽”上车，送往攸
县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肝腹水。“要是再拖一拖，就
有生命危险啦。”医生的话，让李万三心有余悸。手术
后，他回到村卫生室接受康复治疗，身体慢慢好转。

而在田明亮之前，村民“小病挺、大病拖”的案
例不在少数，生怕“救护车一响、一年活白干”。这不
仅是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能拖则拖”观念，更深层
次的原因在于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

“一面是乡村医生队伍的老化，一面是招不到
接班的年轻医生，这是个共性问题。”攸县石羊塘镇
卫生院副院长蔡春利告诉记者，即使是乡镇中心卫
生院都面临医务人员紧缺问题，派医生去村卫生室
更是无法实现，而“培养周期长、成本高”的医生，大
多不愿回到乡村从事医疗工作。

即使从小闻着药香长大，田明亮一开始也不愿
像父亲一样扛起药箱。“这风吹日晒走村入户的苦
差事，待遇保障啥也保证不了。”他的父亲干了一辈
子村医，到头来只得了个“医者仁心”的名声，曾经
极力劝说儿子接班，但田明亮避之不及。

打破乡村医生后继无人的窘境，需要从体制机
制上进行革新。

从 2014年开始，攸县积极推动乡村医生本土化
培养项目，通过公开遴选模式，累计选送 127名适龄
青年到定点院校参加村医本土化培养，县财政共拨
出专项经费 400余万元，备足“粮草”为该项目推进
提供坚强保障；从 2018 年开始，攸县每年组织村医
参加乡村医生能力提升培训项目，搭建以县中医院
为主体的培训基地，引导激励乡村医生自主学习，积
极参加职称考试，累计开展培训超过 400余人次。

如今，127 名村医结业后顺利进入乡村医生队
伍，该县乡村医生平均年龄下降到 46岁，村医执业
助理医生以上技术职称占比达到 53%，远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本土化培养不仅解决了人才断档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留得住、用得上。”攸县卫健局局长洪虎龙
告诉记者，该县还通过设立村医职称补助、异地执
业交通补贴、边远山区补贴等，让更多年轻医生甘
于扎根乡村。

田明亮就是通过乡村医生本土化培养项目走
上岗位，在一次次的“被需要”中，他有了作为村医
的成就感，也坚定了扎根一线的决心。

从“舍近求远”到“就近诊疗”

从乡村公路往大山深处前行，穿过一片片绿
油油的油菜田，石羊塘镇罗家桥村卫生室出现在
眼前，墙壁上悬挂着处方制度等文件和公示信息，
诊断室、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公共卫生服务室分
列走廊两侧。“‘麻雀’虽小，但‘五室’俱全。”39 岁
的村医罗冠兰笑着说。

治疗室里，28 岁的村民李晓清正在接受静脉
注射。几天前，她去山里干活，回家后脸上和脖子
上长满疹子，过了几晚不见好转，于是一大早就来
到村卫生室看病。

罗冠兰诊断后，在门诊处方笺写下“皮肤感染”
的症状，并注明用药类别和用量。输液的同时，罗冠
兰又交代李晓清注意保持卫生，尽量不要沾水。

“以前但凡有点头疼脑热，要跑到 10多公里外
的镇卫生院去看，人累不说，还要排长队。这些年村
里卫生室建起来了，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好。”李晓
清告诉记者，村卫生室还开通了医保联网结算，直
接刷医保卡就能实时结算和报销医药费。

罗家桥村地处偏远，有 2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在 2500 人以上，老年人占比高，很多人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村民就医需求比较大。过去村里
没有卫生室，村民不得不舍近求远去镇卫生院。

2020年，攸县卫健局先后印发《攸县推动村卫
生室服务（一门式）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攸县村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验收标准》等文件，明确提出将
所有村卫生室搬入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并将此项

工作纳入乡村振兴重点考核内容，达到“产权公有
化、建设标准化、服务规范化、运行信息化、管理一
体化”的标准。当年年底，罗家桥村卫生室建成投
用，陆续配备了诊断桌、病床、电脑、打印机等设备。

更让罗冠兰欣慰的是，村卫生室“缺药”的困
境也在改善。根据国家基药政策，对于非基药品
类，过去村卫生室没有采购权限，村民用药只能去
药店或上级医疗机构买。今年，攸县卫健局主动对
接，遴选并申请 50 个非基药品规，将用药权限下
放至村卫生室。

“就连以往拿不到的抗病毒口服液，都能直接
在采购平台下单由医药公司直接配送到村卫生
室。”罗冠兰告诉记者，目前村卫生室备有近百种
药物，比过去大大增加。

小病不出村，大病也能及时转诊。前不久，桥
头组村民罗有成突然觉得头疼头晕，手有点麻。罗
冠兰给他检查，发现舌头歪了一点，怀疑是脑梗，
便立即联系石羊塘镇卫生院，启动转诊流程。

120急救车将罗有成送到镇卫生院进行CT检
查，结果显示为急性脑梗，又迅速转到县人民医院。经
过及时的静脉溶栓和住院治疗，罗有成的身体逐渐恢
复，回到村里后，由罗冠兰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

如今，攸县 297 个行政村（社区）均建成了标
准化村卫生室，并与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建立县域
医共体，乡村医生无法医治的疾病，可以及时转诊
至上级医院，确保了“大病不漏诊”。

从“乡镇统筹”到“村级报销”

在读卡器刷身份证确认信息，拍摄照片比对
人像，确认信息无误后办理医保报销手续，贺秀珍
的“门诊结算单”上显示，现金支付仅需 9元。

早几天，贺秀珍受了凉引发肺炎，村医郭珍莲
诊断后，开具清热解毒的药物，总费用为 30元，医
保报销 21元，个人只需支付 3成费用。

贺秀珍住在攸县联星街道高岸村，村里离县
城不远，但凡有个小病小痛，去村卫生室是首选。

“过去为了报销得去镇卫生院看病，有时来回路费
赶上了报销费用，还得耽误半天工。现在村卫生室
看病可以报销 70%，方便又实惠，小病小痛可以在
这看了。”贺秀珍笑着说。

她的医保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共在村卫生室接
受治疗3次，总费用81.18元，统筹基金支付56.83元。

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村卫生室看病不
能报销，村民就诊买药，只能前往乡镇一级的卫生
院。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攸县从2012年开始推广门诊
报销权限下放。县里统一给村卫生室配备电脑、打印
机、扫码墩、摄像头等设备，村民能够联网核验身

份、一键报销费用。在村卫生室醒目位置，还悬挂着
医保政策宣传海报，报销比例、报销流程等一目了然。

从今年 6月份全省推进村级门诊报销工作开
始，攸县继续加码，将医保系统与公卫 3.0 系统合
并，并为所有村卫生室申领账号密码，县财政拨出
专款 60 万元，为每个村卫生室配备身份证读卡
器，进一步规范了医保村级门诊报销工作。

“仅在今年前 11 个月，村级门诊报销达到
47.4 万人次，医保门诊报销定点覆盖率达 100%。”
攸县卫健局副局长张加亮说。

既要方便群众看病报销，又要确保资金运行
安全。攸县打造大数据监管平台，明确居民医疗待
遇有关政策，以及村卫生室服务项目、补偿标准、
服务要求、结算程序、奖罚措施等内容，通过严格
监管，确保门诊统筹工作顺利实施。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报销门诊费用，老百姓
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村卫生室也得到
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村医的工作积极性越来
越高，真正实现了“医靠”进村、健康“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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