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查方式 优势 适用人群

EOS三维成像 辐射量≈自然环境3天，传统X光1/9 儿童、青少年、需长期随访

DR全脊柱拼接 基层常用，辐射低于CT 经济受限地区

MRI全脊柱扫描 无辐射，可评估神经受压 伴肢体麻木、肌力下降者

1 .我的吞咽问题已经使我体重减轻
2 .我的吞咽问题影响到我在外就餐
3 .吞咽液体费力
4 .吞咽固体食物费力
5 .吞咽药丸费力
6 .吞咽时有疼痛
7 .我的吞咽影响到我享用食物时的快感
8 .我吞咽时有食物卡在喉咙里
9 .我吃东西时会咳嗽
10 .我感到吞咽有压力
总分

等级 标准 评定

Ⅰ级
Ⅰa:5s内一次喝完无呛咳

Ⅰb:5s以上一次喝完无呛咳
Ⅱ级 分两次以上喝完，无呛咳
Ⅲ级 可一次喝完，但有呛咳(异常)
Ⅳ级 分两次以上喝完，且有呛咳(异常)
Ⅴ级 频繁呛咳，难以全部喝完(异常)

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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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写作业时总歪着身子，您是否以为只是姿势问题？数据
显示，每50个孩子中就有1个因脊柱侧弯面临健康危机，而家长
却常因“看不见”的风险耽误治疗。脊柱侧弯被称为青少年健康
的“隐形杀手”，在我国，10-16岁青少年发病率高达2%-3%，其
中女孩患病率是男孩的5倍以上。一次5分钟的检查，或许就能
让孩子免于手术、挺直脊梁。本文揭示脊柱侧弯的隐匿风险，以
及为何全脊柱测量是守护孩子健康的关键。
一、脊柱侧弯：青春期“静默爆发”，抓住黄金矫正期。
青少年的脊柱如同正在生长的树木，骨骼快速发育的同时，

肌肉力量却相对薄弱。不良姿势、运动损伤或遗传因素都可能导
致脊柱力线偏移，而青春期(10-18岁)正是侧弯进展最快的阶段，
尤其在女孩月经初潮前后，激素变化可能加速恶化。

危险信号：双肩不等高，衣领总向一侧滑落；弯腰时背部隆起
“小鼓包”；走路时身体明显倾斜。

残酷现实：超过40° 的侧弯可能压迫心肺，甚至需要手术；早
期发现(<20)可通过矫正训练逆转，但若延误治疗，畸形将不可逆。
二、全脊柱测量：传统检查为何“漏网”？
许多家长带孩子拍过局部X光片，却漏诊了脊柱侧弯，原因有三：
1 .局部检查的盲区：普通胸片或腰椎片无法显示脊柱整体曲

度，可能遗漏胸椎或骨盆代偿性倾斜；
2 .动态代偿的欺骗性：人体会通过骨盆旋转、肩部抬高等“伪

装”平衡，肉眼观察易误判；
3.精准量化需求：确诊必须通过全脊柱影像计算Cobb角(衡量

弯曲程度的国际标准)和椎体旋转程度。
三、全脊柱测量的三大核心价值。
1 .早发现。揪出“无症状”侧弯。约70%的青少年脊柱侧弯早期

无疼痛，仅表现为体态异常。通过站立位全脊柱X光或EOS成像，可
清晰显示：脊柱整体力线(如头颈部是否偏离骨盆中心)；侧弯角度
(Cobb角≥10° 即可确诊)；椎体旋转程度(提示侧弯进展风险)。

2 .定方案。个性化治疗的分水岭。<20° ：物理治疗+矫形支
具+游泳等脊柱友好型运动；20° -40° ：需定制隐形支具(可藏

在衣服下)，每天佩戴18-22小时；>40° ：可能需手术矫正，避免心肺功能受损。
3 .防恶化。动态监测的“预警雷达”。青少年侧弯在骨骼成熟前可能每月增长1

° -2° ，定期复查(每6-12个月)可及时调整方案，需关注：骨骼成熟度(通过身高
是否停止增长初步判断)；侧弯进展速度；骨盆倾斜与脊柱代偿关系。
四、技术选择：安全、精准、低辐射。

五、家长必读：这些误区耽误孩子一生。
1 .误区：“孩子驼背，多吊单杠就能好？”真相：单杠锻炼仅能增强肌肉，但脊柱

已“长歪”的孩子，盲目锻炼可能加重损伤。
2 .误区：“戴支具会让孩子自卑。”真相：现代支具轻薄隐形，早期干预能避免

手术疤痕和心理创伤。
3 .误区：“等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真相：青春期是侧弯进展最快阶段，拖延

治疗可能导致畸形终身伴随。
六、社会行动：校园筛查筑起“生命防线”。
北京、上海、深圳等20余城市已将脊柱侧弯纳入中小学生体检，通过“三步筛查法”：
1 .初步目测：Adam前屈试验(弯腰观察背部对称性)；
2 .无辐射云纹照相：体态分析仪10秒快速筛查高风险人群；
3 .影像确诊：疑似病例进一步接受全脊柱X光或EOS检查。
数据证明：早期筛查使重度侧弯手术率下降60%。(来源：国家卫健委青少年健

康调查报告)
挺直脊梁，守护成长。孩子的脊柱，承载着未来的奔跑、舞蹈和梦想。从今天

起，请每天花1分钟观察孩子：站立时双肩是否等高？弯腰时背部是否有隆起？书包
是否习惯单肩背？若发现异常，请2周内完成全脊柱检查。医疗机构应普及低辐射
影像技术，学校需推进规范化筛查。让我们携手为孩子筑起脊柱健康的“防护盾”，
让每个孩子都能昂首挺胸，拥抱未来。

1 . 10岁以上青少年每年进行一次体态
评估；

2 .加强游泳、核心肌群训练等脊柱友好
型运动；

3 .避免久坐低头、单肩背包等伤脊习惯；
4 .筛查确诊后，优先选择辐射量更低的

EOS检查。
(金寨县人民医院放射科 龚金东)

吃饭或喝水的时候被呛一下，是个稀松平常的问
题。偶尔一次没关系，如果上了年纪且经常呛咳就要
当心了：这可能是吞咽障碍的信号。如果不能及时发
现并正确处理，可能导致营养不良、抵抗力差、吸入性
肺炎，甚至窒息等不良后果。怎样判断自己是偶尔呛
咳，还是吞咽障碍？

吃饭时为什么会被“呛”到？
吃饭或者喝水被呛到，其实是食物“走错路”了。

我们在说话或呼吸时，会厌组织向上，使气道打开；吞
咽时，会厌组织向下，将气道盖住，使食物或水不会进
入气管中。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吞咽食物，会厌组
织来不及关闭，食物就会进入气管，引起呛咳。偶尔被
呛一次，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静静
地吃饭、喝水时，也会出现呛咳的情况，一定要警惕吞
咽障碍，尤其是老年人。

吞咽障碍，被忽视的“高危分子”
一项包括广州、上海、南昌等8大城市10家医院

6000多例患者的调查数据表明，65岁以上的老人患
有吞咽障碍的概率是45%，80岁的老人吞咽障碍的发
生率高达75%。

吞咽障碍有两种类型。
1 .生理性吞咽障碍。源于年龄增长导致的身体机

能退化，比如，老人的呼吸功能、咳嗽反射、肌肉协调
能力都会出现衰退，因此就会出现吞咽困难、易呛咳
等。

2 .病理性吞咽障碍。多由特定疾病导致，最常见
的是脑卒中、帕金森(晚期)、老年痴呆症(晚期)等。数
据显示，脑卒中患者中，吞咽障碍的发生率高达64%-
90%。

两张表测测吞咽功能
临床上常通过EAT-10吞咽筛查量表，来判断是

否存在吞咽困难。

总分=0，说明吞咽功能很好。总分≥3分，提示存
在吞咽困难，总分≥4说明存在严重吞咽障碍，就要及
时就诊。3分及以上的人，可以通过洼田饮水试验进一
步评估吞咽困难的严重程度。

测试方法:在意识状态完全清醒的情况下，采取
坐位，喝下30毫升的温水。通过喝水的速度、次数、是
否有呛咳等情况来进一步评估。

诊断标准：
正常：在5s内喝完，分级在Ⅰa级
可疑：Ⅰb级、Ⅱ级
异常：分级在Ⅲ、Ⅳ、Ⅴ级

4个方法让你吞咽更顺畅
衰老导致的吞咽困难很难逆转，但下面这些方法

能帮助吞咽困难的人顺利喝水与进食。

食物要处理得“软”一点：饮食当以软、烂、糊状、
易成形不易分散为主，例如大块食物最好剁碎蒸煮软
烂，或干脆打碎做成糊状，鸡蛋以蛋羹形态最好。

水要处理得“稠”一点：喝水比吃饭更易出现呛
咳，建议可以买些食物增稠剂加到水中，或者冲泡藕
粉、适当多喝浓牛奶或蜂蜜水。

环境要有利于专心吃饭：尽可能创造一个易集中
注意力吃饭的环境，不要看电视或说话。

训练：呼吸+吞咽+认知
呼吸体操。可以锻炼呼吸肌，增强自主咳嗽的力量，

建议多做深呼吸，或练习吹蜡烛、吹气球、吹水泡等。
吞咽器官训练。主要是锻炼双唇、舌头、两腮的协

调活动能力。比如练习抿嘴笑、模仿嘟嘴吹口哨，鼓腮
漱口的动作。

认知训练。认知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老人更好
地控制吞咽动作，提高进食时的注意力。猜数字、拼图
以及记忆等常规训练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口舌操帮吞咽功能“抗衰老”
这组“口舌操”，能帮助老年人预防吞咽功能衰

退，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吞咽功能退行性病变。
第一步：嘟起嘴唇发“wu”声，每次维持5秒，再放

松，重复5次。
第二步：放松嘴唇发“yi”声，随即发“wu”声，然

后放松，快速反复5-10次。
第三步：舌尖伸向左唇角维持5秒，再转向右唇角

维持5秒，然后放松，连续5-10次。
第四步：伸出舌尖顺时针舔嘴唇一圈，再逆时针

舔嘴唇一圈，各重复5-10次。
第五步：伸出舌头，快速从左唇角向右唇角摇摆，

重复5-10次。
第六步：伸出舌头，舌尖向上翘，用压舌板压向舌

尖，让舌尖对抗阻力，维持5秒，重复5-10次。
第七步：口部松弛，舌头自然放平，张嘴或闭上嘴

做咀嚼动作，反复循环进行。
通过这些简单的口舌操，可以有效锻炼老年人的

口腔肌肉，增强吞咽功能，预防吞咽障碍的发生。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六安市中医
院> 丁永娣）

月经，这个伴随女性半生的生理现象，既是生育
能力的象征，更是反映整体健康的重要晴雨表。在中
医理论中，月经被称作“月事”“癸水”，其规律性与人
体气血盛衰、脏腑协调密切相关。现代医学统计显示，
我国育龄期女性月经先后无定期发生率高达30%-
40%，这个数字背后折射出当代女性面临的身心健康
挑战。作为中医妇产科医师，我们更关注这种周期紊
乱背后传递的生命信号。
一、解码月经周期：气血运行的晴雨表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女子二七而天

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这段话精辟阐
述了月经产生的生理基础。现代中医将月经周期分为
经后期、经间期、经前期、行经期四个阶段，对应阴阳
消长的动态平衡。这种周而复始的节律，需要肾-天癸
-冲任-胞宫轴的精密调控。

月经先后无定期(西医称“月经周期紊乱”)是妇科
常见病症，指月经周期时而提前7天以上，时而延后7
天以上，连续3个周期以上不规律者。中医认为其核心
病机为冲任失调、血海蓄溢失常。此病症不仅是生殖
系统功能紊乱的体现，更是全身气血阴阳失衡的外在
征象，需从整体观进行辨证施治。
二、失衡的根源：现代生活对气血节律的冲击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正在悄然改变女性的生理节

奏。临床观察发现，连续熬夜工作三个月的女性，出现
月经紊乱的风险增加2 . 3倍。智能手机的蓝光照射会
抑制褪黑素分泌，扰乱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外
卖食品中的环境雌激素，正在悄悄改变内分泌系统的
微平衡。

情绪因素对月经的影响尤为显著。中医认为“女
子以肝为先天”，长期焦虑抑郁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

影响冲任气血。一位32岁的银行高管患者，在连续经
历项目压力后出现闭经，舌象显示舌边尖红、苔薄黄，
脉弦细，正是典型的肝郁化火证候。

饮食失宜带来的影响常被忽视。过度节食导致的
营养不良，会直接耗伤肾精；嗜食冷饮造成的宫寒，犹
如在子宫内放置冰块；而膏粱厚味滋生的痰湿，又会
阻滞冲任气血的运行。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破坏着月
经的生理节律。
三、辨证论治，重建生命节律的艺术
1 .肾虚为本。《傅青主女科》云：“经水出诸肾”，肾

藏精主生殖，肾气不足则封藏失职。症状：经行或先或
后，量少，色淡，质稀，头晕耳鸣，腰酸腿软，小便频数，
舌淡，苔薄，脉沉细。治法：补肾益气，养血调经。

经典方：固阴煎 (《景岳全书》)：熟地20g、山药
15g、山茱萸12g、菟丝子15g、五味子6g、远志9g、炙
甘草6g。药理：熟地、山茱萸填补肾精，菟丝子温补肾
阳，体现“阴中求阳”思想。

2 .肝郁为枢。肝主疏泄，调畅气机。症状:经行或
先或后，经量或多或少，色暗红，有血块，或经行不畅，
胸胁、乳房、少腹胀痛，精神郁闷，时欲太息，嗳气食
少，舌质正常，苔薄，脉弦。治法:疏肝解郁，活血调经。

经典方：逍遥散 (《和剂局方》)：柴胡12g、当归
12g、白芍15g、白术12g、茯苓12g、薄荷6g、煨姜3片。
药理：柴胡疏肝，归芍养血，术苓健脾，体现“见肝之

病，知肝传脾”的中医思想。
3 .脾虚为基。《女科经纶》指出：“妇人经水，全赖

水谷之精气”。症状:经行或先或后，量多，色淡质稀，
神倦乏力，脘腹胀满，纳呆食少，舌淡，苔薄，脉缓。治
法:补脾益气，养血调经。

经典方：归脾汤(《济生方》)：黄芪30g、白术15g、
党参15g、当归12g、茯苓12g、龙眼肉9g、木香6g、远
志9g、酸枣仁12g。药理：参芪术草健脾益气，佐木香
理气防滞。

4 .兼夹病机。临床常见痰湿阻滞(形体肥胖者)、血
瘀胞宫(伴痛经血块)、心肾不交(失眠多梦者)等复合
病机。
四、药食同源的调理方法简便有效
经前乳房胀痛者可饮用玫瑰陈皮茶，经期腹痛者

适合红糖姜枣茶，经后头晕者推荐枸杞山药粥。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月经周期紊乱已成为女

性健康的警报器。中医调经不是简单的止血或催经，
而是通过恢复气血运行的节律，重建脏腑功能的平
衡。建议每位女性建立月经日记，记录周期、经量、伴
随症状等，这不仅是关爱自己的方式，更是及时发现
健康隐患的重要途径。当身体发出异常信号时，及时
寻求专业中医师的辨证调理，让生命的节律回归自然
和谐。

(霍邱县中医院妇产科 彭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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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喝水呛咳，警惕吞咽障碍

中医视角下的生命节律调护

条目 评估日期

“匍匐”“尴尬”“亵渎”“喷嚏”“邋
遢”……这些常见字，不少中小学生看了都
认识，提笔时却写不出来。

常写错字、好字难寻，当前，一些中小学
生书写能力不强，不少人都面临提笔忘字的
情况。如何让孩子们认识汉字之美，爱写字、
写好字？

部分中小学生书写能力不强

如今，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不少人在
生活中都存在“汉字失写症”。特别是一些中
小学生只在完成课堂作业时动笔写字，大多
数时候靠拼音输入法打字，有时使用拍照、语
音转文字等技术手段代替笔记。

天津一名小学生家长周先生说，孩子有
时提笔忘字，对一些汉字的笔画结构、偏旁部
首记忆模糊，经常需要上网查某个字怎么写。

长期在文具行业工作的天津市鸵鸟墨
水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强介绍，中小学生曾是
墨水行业的重要用户群体，但目前其书写频
率降低，使用钢笔进行书写训练的学生更是
寥寥无几，传统墨水的销量明显下降。

学生书写不佳的情况也日益普遍。在广
东惠州一所小学任教的王女士说，班上不少
学生写字较差，有的下笔浅、写字小，有的歪
七扭八、超格出线，还有的丢笔画、多笔画、
乱连笔，字迹很难认清。
湖北省一位中学教师饶舜也表示，从作

文阅卷的情况来看，目前学生的书写水平大
不如前，写字较好的学生仅占三成左右，不
少学生平时很少花时间练字。

与此同时，受网络流行语影响，“造词”、
错字的情况越来越多。有的未成年人喜欢使
用“稀饭”“集美”“针不戳”等谐音梗，还有些
习惯用“XSWL”“U1S1”等字母、数字、符号
组合代替文字表达。“不少网络词汇不仅成
了中小学生的口头禅，还出现在孩子们的考
卷上、作文中。”饶舜说。

“在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握着鼠标忘了
笔杆’，仍需提升青少年汉字书写能力。”天
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丽红
说，汉字不仅是信息符号，更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载体，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青少
年书写能力下滑、汉字功能弱化，会影响文
化传承与文化自信。

“失写症”的背后

导致青少年书写能力下滑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电子产品使用率上升、写字频率下
降。除此之外，纸质阅读时间有限、对汉字的
文化艺术底蕴科普不足、书法师资力量欠缺
等也是重要原因。

——— 网络别字多，文字使用不规范。多
位受访者指出，部分短视频、自媒体上经常
出现乱用汉字、编造词句、用语不规范等现
象，一些从业者追求流量至上，对语言表述
漫不经心。

“中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期，容易模
仿流行用语。网络平台上语言文字的滥用错
用，会弱化青少年使用规范文字的意识。”天
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互联网信息与用户行为
研究中心主任陈旭辉说。

——— 静心阅读少，对经典文本不够亲
近。中南传媒产业研究院和中南大学人文学
院去年5月发布的《湖南省中小学校园阅读
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显示，中小学生用于
课外阅读的时间和阅读量均明显下降，家庭
图书拥有量偏低，图书拥有量不足30本的家
庭占比超过一半。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青少年倾向于阅
读简短的电子信息，对经典文学作品、传统
纸质书籍的阅读兴趣不够高。汉字丰富的内
涵、文化大多蕴含在经典文本中，阅读量的
减少容易使孩子对汉字的理解和感悟不够
深入。”张丽红说。

——— 板书遭弱化，专业书法师资不足。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青年宫教师彭瑶
等专家介绍，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普遍面临
师资力量不足问题，一些学校的书法课教师
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难以为学生提供系
统、专业的汉字书写指导。有些校外培训班
的书法教师没有系统学过书法就匆匆上岗。

此外，中小学生非常容易模仿老师的字
体和写字方式。天津市西青区教师发展中心
副主任李祖华等表示，目前部分中小学教师
的书写基本功不够扎实。一些学校在招聘教
师时，对手写板书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更
多是通过筛查学历等方式进行选拔考核。

——— 日常字体单一，难以感悟汉字之
美。多位专家认为，学生日常使用的教科书
等字体比较单一，审美层面上的汉字、书法
教育不足。

“当前有的‘江湖书法’走红网络，容易
侵蚀青少年对汉字的审美意识。”彭瑶说，教
学过程中，在让学生掌握书写姿势、笔顺规
则、书写规范的同时，也要注重向孩子介绍
汉字的文化渊源与演变过程，多带领学生欣
赏历史上书法名家的作品，在潜移默化中让
孩子感受汉字之美。

让孩子们能写字、爱写字、写好字

中小学生书写水平下滑的现象已开始受
到各方关注。去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
提出培养良好书写习惯、提高规范书写水平、
传承优秀汉字文化、规范校园用字等举措。
业内人士认为，学校、家庭、社会要进一

步形成合力，让青少年重视规范汉字书写，
能写字、爱写字、写好字。

从学校教育来讲，要充实书法教师队
伍，完善书法课程体系。彭瑶建议，可将书法
史、书法美学、书法艺术等内容纳入中小学

教学系统，完善对学生汉字书写教育的考评
体系，增强学生对汉字的认同感；同时补充
书法教师，邀请校外专家对现职教师有针对
性地开展培训。李祖华认为，中小学校应加
大对教师汉字书写与板书规范性的考察力
度，推动师范院校加强师范生书写训练。

“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可以举办‘书法
文化进校园’、汉字听写大赛等活动，在博物
馆、图书馆举办优秀书法展览，通过更丰富
的形式激发学生对汉字书写以及书法文化
的学习热情。”黄强说。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张丽红

建议，家长要引导孩子认识书写的重要性，鼓
励孩子临摹字帖、认真书写，帮助其挑选质量
好、适合孩子年龄段的书写和指导工具。

此外，互联网对青少年影响较大，要守
好网络文字规范性的底线。陈旭辉建议，内
容平台有必要通过AI工具进一步完善对创
作者的文字规范提示；发挥媒体、研究机构、
语言文字行业专业协会等机构的合力，形成
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良好风气。
实际上，提笔忘字、别字高发等汉字书

写能力弱化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青少年群
体中。张丽红建议，未来可在社区活动中心、
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以汉字书写
和汉字文化为主要内容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制作相关教育节目、纪录片，营造良好的汉
字书写环境，让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更
好感受汉字书写的魅力。

（新华社天津4月22日电）

忘字多、好字少，如何让孩子们“爱上写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惟真

古籍修复技艺

进校园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 王鹏）记者22日从教育部获
悉，日前，教育部公布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
批结果，全国高校共新增专业点1839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
业年限专业点157个，停招专业点2220个，撤销专业点1428个，
专业调整优化力度进一步加大。

教育部同步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
年）》，增列29种新专业。新目录包含93个专业类、845种专业，进
一步强化专业设置对国家战略急需和高质量发展的快速响应。

据悉，此次增设的29种新专业，充分体现国家战略、市场需求
和科技发展牵引，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增设了区域国别学、碳中
和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与技术、健康与医疗保障等专业；面向科
技发展前沿，增设了智能分子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时空信
息工程等专业；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增设了国际邮轮管理、航空运
动等专业。同时，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增设人工智能
教育、智能视听工程、数字戏剧等专业。

为更快响应国家战略，教育部首次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
设置机制，对于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相关专
业设置即时响应“绿色通道”。瞄准低空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突破
集中申报限制，指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
与工程专业。

2024年度全国高校新增专业点1839个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 黄垚）4月22日是世界地球
日。草原被誉为地球的“皮肤”，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司长李拥
军介绍，近年来国家林草局以组织实施“双重”“三北”等工程为抓
手，持续推进草原修复治理，年均修复草原超过4600万亩。
在国家林草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李拥军说，“十四

五”以来，中央财政支持草原保护修复总投资达1100亿元，年均
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超过1亿亩，草原鲜草总产量超过5 . 5亿吨。

“三北地区草原生态质量持续提升，科尔沁沙地正在重现往日稀
树草原风光，京津上风口沙源明显减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
牢固。”

据介绍，林草部门坚决守牢草原资源安全底线，联合开展“绿
盾”“护绿”等专项行动，打击毁草开垦、非法占用草原等违法行
为。2018年以来，各地累计立案查处破坏草原案件近5万起，向司
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千余起。同时，各地通过加大人工种草
力度、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等措施，加快转变传统草原畜牧
业生产方式，促进草原休养生息。

“尽管全国草原生态状况已走出低谷，实现了由本世纪初的
‘整体恶化’到当前‘整体改善’的历史性转变，但由于我国草原主
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和高寒高海拔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修复治
理难度大，目前仍有约70%的草原存在不同程度退化，草原保护
修复工作形势依然严峻。”李拥军说。

下一步，林草部门将持续加大草原保护修复力度，更加注重
“提质”“兴业”“利民”，更好统筹草原生态、生产、生活的关系，建
设完备的草原资源保护体系和发达的草业产业体系，进一步提升
草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我国年均修复草原超 4 6 0 0万亩

4月21日，石家庄市实验
小学学生在石家庄市图书馆
参观手抄中国名著展览。
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

图 书 馆 推 出“ 漫 樱 笺 古
韵——— 古籍保护课程进校
园”活动，通过参观、讲座及
手工制作等，带领学生沉浸
式体验古籍修复技艺，宣传
古籍保护知识。
新华社发（陈其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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