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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日，据央视新闻援引日本 TBS 电视台

和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一架空中客车 A350 客机

疑似与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客机上约 400 人均

已被疏散。

当地时间 1 月 2 日，日本东京羽田机场相撞

事故中载有 6人的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已确认有

5 人死亡，机长重伤。这架海上保安厅飞机原定

飞往石川地震灾区运送救援物资。受事件影响，

羽田机场当日后续起降航班已基本全部取消。

报道称，这架载有 379 名乘客的客机于当地

时间 16：00 从北海道札幌起飞，原定在 17：40 降

落在羽田机场。从机舱内则可以看到外面被火

焰照亮，机舱内部充满烟雾。目前，乘客和机组

人员已被疏散。日航客机上共有 17人受伤，伤势

尚未公布。

据悉，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从事维护海上

安全、确保海上交通安全、海上打捞、预防海洋灾

害、监测和执行海洋污染、监测火山、测量沿海地

区，向受灾地区运输货物等。

一名当时正在东京羽田机场准备登机的中

国旅客告诉记者，自己在羽田机场准备坐飞机回

上海。事发时，她所乘坐的航班正在登机，“突然

跑道就关闭，其实当时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只知

道跑道封了。”她表示自己和很多乘客都是看到

新闻之后，才知道发生了事故。

（据澎湃新闻）

中国新闻网 1 月 2 日称，韩国当地时间 1 月 2

日上午，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在釜山遇袭。韩国共同民主党发言人表示，根据

医学意见，李在明的颈静脉疑似受到损伤。

据报道，李在明在视察釜山新机场建设现

场后接受记者提问，遭遇袭击被刺伤颈部。共

同民主党发言人表示，“医务人员称，担心会出

现进一步大出血，转移到首尔大学医院后将迅

速进行手术。”

韩联社还报道称，李在明意识清醒，在釜山

大学医院接受外伤人员的检查和紧急治疗。据

目前所知，李在明颈部有 1 厘米裂伤，目前情况

没有生命危险，嫌疑人已被控制。

（据中国新闻网）

1 月 2 日，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时表示，各地要继续做好居民医保各项工

作，规范参保流程，充分考虑居民医保各类人群

特殊情况，通过合理设置待遇等待期等政策激

励约束各类人群参保缴费。

国家医保局表示，各地一般在每年 9 月至

12 月集中征缴居民医保次年保费，在集中缴费

期参保的，参保居民自次年 1 月 1 日起享受居

民医保待遇，不受待遇等待期限制；未在集中

缴费期参保的，在缴费后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待

遇等待期才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以激励约束群

众连续参保缴费；同时，充分考虑各类人群的

特殊情况，有针对性做好具体优化，如对于新

生儿、非因个人原因停保断保的农村低收入人

口等困难群众，以及刚退出现役的军人等重点

人群在非集中缴费期参保缴费的，普遍不设待

遇等待期。

此外，国家医保局于 2023 年 7 月印发的 《关

于做好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

知》中，明确要求地方探索促进连续参保缴费的

约束措施，鼓励并指导地方根据参保人连续参保

缴费时长等采取针对性措施，激励约束居民连续

参保缴费。同时，针对群众关切加大政策宣传与

科普力度，做好参保动员，进一步强化个人参保

缴费和健康管理的意识，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

有的良好格局。

新能源汽车
辐射大会致癌？
互联网辟谣平台：没有科学依据

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发布《2023 年新

能源汽车行业辟谣榜》，其中针对网上流传的“开新能

源汽车辐射大、会致癌”说法进行了权威辟谣。

辟谣平台表示，该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新能源汽

车确实有辐射，但其辐射量在安全范围内。国家对电

磁辐射有严格的限值要求，任何车辆在上市前都要进

行“EMC 测试”，即对电子产品在电磁场方面干扰大

小和抗干扰能力的综合评定。目前使用的国家标准

磁场辐射安全标准限值定为 100μT，电场辐射安全标

准为 5000V/m，而新能源汽车前排磁场辐射一般为

0.8-1.0μT，后排为 0.3-0.5μT，电场辐射小于 5V/m。

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测试完全可以保证车上电子产

品的电磁辐射水平在国家标准之内。 （据新华网）

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钟自然被查
成为2024年“首虎”

2024年上班第一天，“老虎”钟自然官宣落马。

1 月 2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中国地质

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钟自然出生于 1962 年 8 月，安徽桐城人。1983 年

从合肥工业大学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毕业后，任化工

部化学矿山规划设计院干部。

1985年至 1991年期间，钟自然在中国地质科学院

研究生部矿床学专业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1991 年起，钟自然先后任地质矿产部矿产开发管

理局主任科员、法制处处长、副局长、国土资源部地质

勘查司司长等职；2007年 3月，钟自然出任中国地质调

查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2014 年起任国土资源部党

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书记，并于 2011 年

至 2015年期间兼任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2017年起，

钟自然任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

长、党组书记，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自然资源部，钟自

然出任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

党组书记，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2022 年 9 月免职，至

此番被查。 （据钱江晚报）

男子转机拿错行李
零下20度穿短袖

2023 年 12 月 31 日，旅客朱先生从饶平乘坐动车

前往深圳转机到哈尔滨，但在转机过程中与另一名旅

客“互换”了行李箱，导致他在哈尔滨零下 20℃的天气

中只能穿短袖度日。朱先生表示已经联系了 12306 寻

找拿错行李的乘客，但至今没有结果。

为了御寒，朱先生不得不花费 1400 元重新购买了

一身衣物。他希望拿错行李的乘客能够尽快认领，以

便他能够找回自己的行李。

朱先生的遭遇也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有人表

示同情，有人则分享了自己的类似经历。（据和讯网）

日本两飞机相撞
5人死亡，机长重伤

事故现场。 图片源于网络

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遇袭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嫌疑人已被控制

李在明遇袭现场。 图片源自网络

错过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

这几类人即缴即享，不设待遇等待期

致歉声明
广大读者朋友：

本报 1 月 2 日的头版报眉把“2024 年”误

写成“2023 年”，特此向广大读者朋友致歉。

同时，感谢热心读者朋友及时指出错误，我

们今后将严格编审把关，提升办报质量，不

辜负读者朋友的期望。

本报编辑部
2024年1月3日

日常生活中还有这些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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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病高发，居家如何防？
冬季气温较低，空气干燥，加上室内活动

多，近期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风险大大增加，尤其

是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腺病毒等，人群普遍

容易感染。虽说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

效、最经济的方式，不过日常生活中，还是应当

了解并采用以下科学防护措施，才能有效预防

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工作中饮食

多样化，营养均衡，保证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摄

入；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睡眠；适当体育锻炼；保

持心情舒畅，主动调节工作、生活压力。

◎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老年

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要尽

量避开人群密集的场所。前往环境密闭的公共

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建议做好个人防

护，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防护口罩”，并

保证口罩覆盖住口鼻和下巴，可使用塑鼻夹并

进行密闭性测试，注意及时更换。

◎患病时居家休息。一旦出现发热、咳嗽、

咽痛、流涕等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患者应居家休

息，做好家庭环境清洁消毒工作。如果症状较

重，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及早到医院就诊。

此外，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日常的卫生和消

毒都很重要，具体做法如下。

◎注意手卫生。勤洗手，做好手卫生很关

键。正确洗手方法为流动水打湿双手，取洗手

液或皂液均匀涂抹到双手上，按照 6 步洗手法

揉搓不少于 15 秒，并用流动水冲净双手，擦手

纸擦干双手。

◎口鼻分泌物的处理。咳嗽、打喷嚏时要

用纸巾掩住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丢弃于有

盖垃圾桶内。如果分泌物、呕吐物、排泄物等污

染物体表面时，应先使用可吸附材料清洁去污，

再对被污染表面进行消毒，并及时洗手，做好手

卫生。

◎室内空气消毒。定时打开门窗自然通

风，可有效降低室内空气中微生物的数量，改善

室内空气质量。每日通风 2 次，每次大于 30 分

钟。如果通风条件差时，可用循环风空气消毒

机或机械排风进行空气消毒。

◎地面消毒。配制浓度为 500 毫克/升的

含氯消毒液，用抹布或拖布沾取消毒液后进行

擦拭。消毒时间大于 30 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擦

拭干净并通风后进入。

◎餐饮具消毒。水杯、餐具等先清洗干净，

再用煮沸法或流通蒸汽消毒 15 分钟；或用 250

毫克/升含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后，再用清水

冲洗干净。

◎门把手、水龙头、玩具的消毒。高频接触

的环境物体表面先做好清洁，再用 500 毫克/升

的含氯消毒液或消毒湿巾擦拭消毒，然后用清

水擦拭干净。鼠标、遥控器、键盘等小件物品可

以用 75%酒精湿巾擦拭消毒。

◎被服、毛巾等织物消毒。以清洗为主，患

者的被子、衣物用 500 毫克/升的含氯消毒液浸

泡消毒 30 分钟，然后按照常规步骤清洗；或用

流通蒸汽 15分钟。

（据《生活时报》）

（图片来自网络）

预防便秘 做好这8点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便

秘真是个很苦恼的问题，甚

至会因为便秘而惧怕上厕

所。做好以下 8 点，让你轻

松排便。

1.保证膳食纤维充足

充足的膳食纤维可以

促进肠道蠕动，增加便便体

积、重量和含水量，起到预

防便秘的效果。建议主食

增加粗粮，比如燕麦米、红

薯、土豆；蔬菜每天吃够 1

斤，做熟大约为 5 拳头；水

果每天 200~350 克，比如金

桔、梨、香蕉、蓝莓等。

如果你饮食上很难吃

够，也可以补充点膳食纤维

补充剂。

2.多喝水

每 天 饮 水 1500~1700

毫升，如果经常忘记喝水，

那就给每天定个汤的标配，

米汤、面汤、菜汤、肉汤、豆

浆、牛奶都行，只要清淡。

3.少吃辛辣刺激食物

防治便秘的指南，并没

有要求少食辛辣，但是辛辣

食物会使便秘雪上加霜，让

你更难受。

4.别节食

便便必须达到一定的

量，才能刺激便意；节食时食

物残渣少，先到达大肠的食

物残渣，会被大肠吸收水分，

变得又干又硬，容易便秘。

5.增加运动

缺乏运动腹肌无力，排

便就使不上劲儿，所以远离

久坐或动起来才能改善便

秘。建议最好每周运动 5

天，每天至少 30 分钟中等

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

慢跑、游泳、跳舞、打球等，

另外还特别推荐增加腹肌

训练，让排便更得力。

6.定时排便

结肠活动在晨起和饭后

2小时内最为活跃，最好起床

后喝点水，到厕所酝酿酝酿，

如果5分钟没结果就饭后再

酝酿酝酿。培养定时排便的

习惯，可以改善便秘。

7.别乱吃药

请勿自行用药，以免危

害健康。

8.专心排便

排便时，别看手机。

（据《家庭医生报》）

厨房节能罩
易致煤气中毒

“ 聚 拢 火 焰 ，节 省 燃

气”“锯齿防滑，炒菜不滑

锅”“搪瓷工艺，耐锈耐腐

蚀”……看到这些广告宣

传语，不少人下单这款“厨

房 神 器 ”—— 燃 气 聚 能

环。燃气聚能环又叫节能

罩、防风罩，是一种放在灶

眼上的装置。实际上，它不

仅没有节能效果，还是个

“定时炸弹”，存在一氧化碳

中毒的重大安全隐患。

近年来，全国多地屡

屡发生燃气聚能环导致的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或 死 亡 事

件。2022 年 1 月 29 日，辽

宁沈阳皇姑区延河街 90-1

号 1 楼某用户发生中毒事

件。经现场勘查，该户使

用燃气聚能环，导致燃气

燃烧不充分，引起一氧化

碳 中 毒 。 2021 年 8 月 ，一

个月时间里，辽宁大连相

继发生 3起人员中毒事故，

原因均为违规长时间使用

燃气节能罩。

聚能环并不节能。因

为聚能环的遮挡，燃气不

能充分燃烧，而不完全燃

烧产生的热量只有完全燃

烧 时 的 60%，因 此 在 使 用

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燃气浪

费，而且还会因为燃气燃

烧不充分引发一氧化碳中

毒。国务院公布的《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

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

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 燃 气 工 程 项 目 规 范 》

（GB55009-2021）要求，家

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

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

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

附件。

对于有需要的家庭，

选购需要注意：务必根据

灶具燃烧器的结构，选购

匹 配 的 聚 火 防 风 装 置 产

品。不购买、不私自加装

非燃气灶厂家配套或认可

的配件。选择信誉良好、

证照齐全的正规实体店或

电商购买，购买时向销售

者索取发票或其他购物凭

证。不购买未标注产品名

称、厂名、厂址，无合格证

明，未标注适用灶具的规

格型号、使用说明、安全注

意事项的产品。

使用提示：应在通风

良 好 、具 有 换 气 条 件 、便

于维护操作的厨房、阳台

等符合燃气安全使用条件

的场所使用。不要将聚火

防风装置加装在玻璃面板

灶具上，以免金属导热使

玻璃面板不同区域温差过

大而引发玻璃面板爆裂。

使用时，须开窗通风并打

开排风扇或抽油烟机，避

免 触 碰 聚 火 防 风 装 置 造

成烫伤。关火后，排风设

备和窗户不要马上关，确

保通风。

（据《生命时报》）

冬季肠胃易“受伤”如何护胃有方法
本周将迎来小寒节气，它的到来意味着冬

天最冷的日子将至。胃部对外界温度比较敏

感，受到冷空气刺激后，胃酸分泌增多易损伤胃

黏膜，再加上冬季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摄入过

多，缺乏运动等，容易增加胃肠负担，从而诱发

或加重胃肠疾病。为此，本期带大家一起关注

肠胃，为健康打造一道“坚实的防线”。

◎为何肠胃病“偏爱”冬季

导致冬季消化道疾病高发的 6 个主要原因

如下：

1.病原体感染 引起急性胃肠炎的病因多

种多样，最多见的是感染性病因。感染性病因

包括病毒、细菌、寄生虫感染等。进入冬季,气

温变化大、天气较干燥,病毒、细菌迅速生长繁

殖,食物容易受到污染,人体在进食不洁食物时

易导致一些病原体进入体内，使病毒或者细菌

在体内蔓延，从而引起急性肠胃炎。

2.寒冷空气刺激 冬季早晚温差较大，冷

空气活动频繁，气温骤然变冷，人体受到冷空气

刺激后，胃酸分泌大量增加，胃肠发生痉挛性收

缩，抵抗力随之降低，可能导致胃炎、胃十二指

肠溃疡的发病和原有溃疡病的复发。

3.辛辣食物诱发 在寒冷的冬天，人们偏

爱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如火锅等。辛辣、热

烫等刺激性食物是诱发胃肠病突发的重要因素。

4.进补过多引发 冬季人们往往过多强调

进补，过多进食高热量、高胆固醇食物，如果同

时再吃一些油腻的炖品，肠胃经常处在高负荷

运转的“脆弱”状态，则易引发消化不良等疾病。

5.缺乏运动导致 冬季人们的户外运动减

少，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胃肠蠕动减慢，稍微

多吃点也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胃胀、腹胀、胃肠

功能紊乱等。

6.神经功能失调 冬季由于白天缩短且日照

不足，人体机体分泌褪黑激素量增加，难以维持正

常的分泌节律，从而导致大脑功能紊乱、神经功能

失调加重。精神、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机体的变态

（过敏）反应均可引起胃肠道黏膜的急性炎症损害。

◎养好肠胃好过冬

1.注意防寒保暖
冬季做好防寒保暖是防范胃肠疾病的关

键，尤其要注意胃部的保暖，注意适时添衣，夜

间睡觉盖好被子，还可以用热水泡脚等，促进血

液循环，有益于人体抗寒。

2.保证饮食温和
避免辛辣食物、高糖食物、油腻食物等刺激

性食物。饮食温和清淡，是保护肠胃的最有效

方案。可多吃药食同源类食物，如山药、山楂、

薏米等，可以健脾化湿、消食和胃。

3.忌暴饮暴食
冬季不要喝冷饮、冰饮，保持有规律地进

餐、定时定量，有助于消化腺的分泌，更有利于

养胃护胃。

4.适当运动愉悦身心
冬季可以选择较暖和的天气到户外参加慢

跑、散步、骑车等愉悦身心的活动，加快血液循

环，促进心情愉悦，增强胃肠动力。

（据《生活时报》）

勤洗手

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
最好戴口罩。

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
充足休息

感染者应用纸巾掩住口鼻佩戴口罩，
避免飞沫感染他人。

注意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