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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伊加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D6D3L760）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声 明

遗失声明 声 明
刘 锦 棠 （ 身 份 证 号 ：

420984199110107614）身份证信息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于 2017年 10月 27日被

“海南成泓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冒用注

册，被登记为财务负责人。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佰汇大鹏副食超市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1767063，声明作废。

为落实省政府和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解决国兴中学
教职工宿舍危房安全隐患问题，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
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M0703地块规划修改
工作。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琼府办〔2021〕12号、
琼自然资规〔2022〕3 号等文件要求及海口市政府批示意
见，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要求
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4年6月24日至7月2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及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

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
科，邮编：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蔡莉。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6月21日

海资规详规〔2024〕203号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M070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连日来，长江流域降雨强度加大，

长江中下游水位快速上涨。松辽流域

中南部迎来中到大雨以上量级降水，发

生超警以上洪水的河流增多。

旱情方面，随着抗旱保灌溉工作有

效开展和近期旱区出现降雨，华北、黄

淮地区旱情有所缓解。

针对不同区域汛情和旱情变化，水

利部门抓实各项措施积极防汛抗旱。

全国降雨范围扩大 南方防
汛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在长江流域，6月21日重庆綦江发

生今年第1号洪水，乌江上游支流发生

极端强降雨，22日 14时贵州省水利厅

将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升至Ⅲ级；长

江中下游水位快速上涨，干流城陵矶、

汉口、湖口、大通等水文站的水位22日
超过多年同期平均水位。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气象预报，

未来 10天，长江干流南部有持续性强

降水过程。受降雨影响，预计长江中下

游干流水位将持续上涨，部分支流可能

发生超警洪水，局部强降雨引发山洪灾

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

珠江流域方面，目前西江洪水正向

下游演进，水势逐步趋于平稳。由于长

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堤防巡查防守压

力加大。同时，前期暴雨落区土壤含水

量已饱和、江河底水较高，如再遇降雨，

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趋

高，防汛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水利部汛情通报显示，6月 22日 8
时至 23日 8时，湖北、贵州、湖南、江西

等地局部降大暴雨，吉林等地局部降暴

雨。受降雨影响，湖北、湖南、贵州、吉

林、黑龙江等地 5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预测，23 日 8 时至 24 日 8
时，湖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贵

州西部等地将有大暴雨，黑龙江东部、

吉林东部等地局部将有暴雨。珠江流

域西江干流将全线退至警戒以下，乌苏

里江将维持超警。

华北黄淮旱情有所缓解 继
续加强抗旱保灌

6月以来，北方多个省份出现不同

程度旱情。黄河、淮河、海河等流域控

制性水库全面进入抗旱调度模式，旱区

大中型灌区全力开灌应对旱情。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项抗旱

保灌保供水工作有力有效，同时近期旱

区出现降雨，华北、黄淮等北方地区旱

情有所缓解。

黄河水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6月中旬以来，黄委连续 7次加大小浪

底水库下泄流量、3次加大刘家峡水库

下泄流量，有力支援相关省份抗旱。同

时，从 6月 23日起，开展黄河干流重点

水库应急抗旱调度，持续 8天左右，小

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按花园口站

4500立方米每秒左右控制。

淮河水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淮

河水系旱情得到有效缓解，淮委6月22
日12时终止了河南、安徽、江苏省淮河

水系的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继续维

持对沂沭泗水系南四湖地区的干旱防

御Ⅳ级应急响应。

目前，水利部继续保持针对河北、

河南、陕西、甘肃、山西、江苏、安徽、山

东8省的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继续

加强抗旱保灌保供水。

汛情复杂多变 抓实各项防
汛措施

长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局局长徐照

明表示，近期长江流域汛情复杂多变，

长江委将进一步加强统筹指挥调度，加

强监测预报预警，落实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临灾预警“叫应”

机制，加强水工程科学调度和水库超汛

限水位运行监管。

“当前珠江流域韩江汛情平稳，西

江全线进入退水阶段，流域防汛形势

总体平稳可控。随着珠江中上游近日

又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同时流域

即将进入台风活跃期，防汛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

长徐爽说。

徐爽表示，珠江委将继续加强雨水

情监测预报预警，科学实施流域水库群

联合调度，指导地方做好退水阶段堤防

巡查防守，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

洪灾害等防御，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和工

程安全度汛。

松辽水利委员会预测，23日至 24
日，松辽流域中南部将迎来中到大雨以

上量级降水；27日至30日，流域北部和

东南部将发生一次中雨过程，降雨落区

与前期高度重叠，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松辽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松辽委已

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监测

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精准调度尼

尔基、察尔森、丰满、白山等 4座直调

水库，紧盯流域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

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

库安全运行，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

害防御。

目前，水利部维持浙江、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广西、云南

9个省份的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共

有4个工作组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协助指导开展洪水防御工作。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密切关

注暴雨洪水发展态势，前瞻性做好汛情

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精

准调度水工程，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

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库安全度汛，牢

牢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刘诗平）

悠悠民生，健康为大。新时代的医

改“考卷”徐徐展开。

聚焦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

任务》，2024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

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6月22日至23日
在四川成都召开。

自我国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以来，医改为 14亿多人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基本医疗保障网覆盖城乡，居民主要

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医改一小步，民生一大步。今年的

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有什么不一样？

医保、医疗、医药密不可分，改革时

尤需同向发力。促进“三医”协同发展

和治理，是当前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

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要探索

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高效的政策

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制。

“医改是接力赛”。国家卫生健康

委体制改革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介绍，

今年的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更加注重因

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看病难”方面，主要抓进一步完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等工作——

让群众健康更有“医”靠，完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组织二、三级医

院通过人员下沉、远程医疗、培训、巡回

医疗等方式提高基层能力，有序推进国

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建

设，深化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改革，提升卫

生健康人才能力……民有所呼，政有所

应。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精准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以“问题清单”促“问题清零”。

“看病贵”方面，着力以医药集采

“降价不降质”为突破口——

医改推动、医保主导。2024年重

点工作任务明确，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提质扩面，加强集采中选

药品和医用耗材质量监管。

这意味着，医药集采将进一步扩

围，集采中选产品始终坚守“降价不降

质”的初心，让老百姓持续受益。

一项项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正在

路上”：预计到 2024年底，各地国家和

省级集采药品将累计达到500个；指导

内蒙古、浙江、四川等 3个试点省份开

展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全省（区）试

点，指导唐山、苏州、厦门、赣州、乐山等

5个试点城市进一步探索建立医疗服

务价格新机制……

“看病便利度”方面，推进数字化赋

能医改，把“数”用好——

推动健康医疗领域公共数据资源开

发利用，推进医疗服务事项“掌上办”“网

上办”，整合医疗医药数据要素资源，围

绕创新药等重点领域建设成果转化交易

服务平台……持续增强群众“看病获得

感”，让医疗服务尽显“科技范儿”！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总

的来看，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更加突

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更加突出系统

集成、协同联动，更加突出创新突破、落

地见效。未来还将加强医改监测，及时

总结推广地方经验做法，推动全国医改

工作再上新台阶。

目标清则方向明，方向明则步履

坚。2024年深化医改的“路线图”已明

晰，只要朝着构建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方向“再出发”，不断为健

康中国建设夯实民生之基，就一定能切

实做好医改惠民这篇大文章。

（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 记者

李恒 董瑞丰 董小红）

为14亿多人提供可及的优质医疗

服务，是中国深化医改的必答题。

当前深化医改成效如何？还有哪

些重点任务需进一步突破？群众健康

获得感如何再提升？6月 22日至 23日
在四川成都召开的2024全国深化医改

经验推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上，多

名业内专家就医改话题，盘点既往清

单，展望下一阶段发力点。

“家门口”就医不仅要“有”还
要“优”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

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

镇、村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一项重要

目标。

有序推进13个类别的国家医学中

心和 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

目落地实施，基本覆盖医疗资源薄弱省

份；着力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超

75%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能力达到基本标准……近年来，国

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提升农村和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

大川表示，要更加着重于统筹区域内

医疗资源，科学合理网格化布局紧密

型城市医疗集团，推动医疗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巩固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成效。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

康的“第一道防线”。国家卫生健康委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 98万个，其中乡镇卫生

院3.4万个，村卫生室58.8万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超1万个。

“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迈向

从‘有’到‘优’、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

副司长陈凯表示，下一步将指导各地进

一步整合优化县域医疗卫生资源，在体

系上推动构建优质高效的组织架构，在

服务上推动提供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更好地保障城乡居民健康。

公立医院要强化公益导向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的主体，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

重要力量。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

立医院改革，是深化医改各项任务的重

中之重。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指导11个综合医改

重点省份因地制宜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30个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

发展示范城市在关键环节创新突破，14
家委省共建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主要

指标明显改善。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

任务》明确提出，推动各级各类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落实公立医院党委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公益性，扩大

普惠性，提高可及性。

部分省份努力降低老百姓看病成

本，不断彰显公立医院公益性。比如，

四川省积极激发公立医院发展动力，

调整医院收支结构，取消公立医院药

品加成和耗材加成；浙江省围绕“促协

同”，纵深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

点示范，在控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方面“多管齐下”

探索创新……

下一步，如何继续强化公立医院公

益性导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一

级巡视员朱洪彪介绍，未来将从深

入实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

动和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制定医疗

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指导规

则等方面不断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

让更具性价比的医疗服务惠
及更多人

以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让

老百姓享受更具性价比的医疗服务是

深化医改的重要工作。

朱洪彪表示，今年将指导内蒙古、

浙江、四川等3个试点省份开展深化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全省（区）试点，指导唐

山、苏州、厦门、赣州、乐山等 5个试点

城市进一步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新

机制。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也是规范

临床诊疗行为、减轻患者负担、降低医

院成本的有效举措：北京市深化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改革，66家定

点医疗机构推行647个病组实际付费；

重庆市把符合条件的市级协议医疗机

构和各区县开展住院服务的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纳入实际付费……

据介绍，促进医防融合，推进医疗

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开展探索赋

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加快创新

药、罕见病治疗药品、临床急需药品审

评审批等，也将是下一阶段深化医改的

重要内容。

（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 记者

李恒 董瑞丰）

群众健康获得感如何再提升？
深化医改“划重点”

以书为媒，为世界读懂中国、中国

通往世界打开一扇窗。

6月 19日至 23日，第 30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办。550家国内展商和 1050个海外伙

伴在此相遇，打造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文

化盛宴。

创办于1986年的图博会，以“把世

界优秀图书引进中国，让中国图书走向

世界”为宗旨，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书展，发挥着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

中外出版交流合作平台作用。

本届图博会以“深化文明互鉴，合

作共赢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71个
国家和地区的 1600家展商参展，22万
种中外精品图书亮相。

在这里能看到文化之美——

精美的阿拉伯服饰、香甜的椰枣、

中东传统乐器乌德琴……本届图博会

主宾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展台，丰富多彩

的展示体验项目和特色艺术品，吸引众

多游客驻足。

在海南展台，19家海南特色文化

企业现场展出黎锦、椰雕等200多件特

色产品和《苏东坡时代》等精品图书，向

世界展示海南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发展

活力。

“岳麓书院”以艺术景窗形式亮相，

湖南展台劲吹“中国风”，展现湖湘文化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这里能看到创新之美——

“太逼真了！感觉像进入了《三体》

世界！”在网络出版展区，戴上VR眼镜

“身临其境”体验5G新阅读产品的张先

生兴奋地说。

图博会上，“寻境敦煌”“数字长城”

等文化与科技融合成果，为观众带来一

场视觉、听觉、触觉相结合的科技盛宴。

首次亮相的“图壤大世界”阅读体

验区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通过

VR、AR、MR等前沿技术，打造沉浸式

阅读空间，帮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体

验。”中图云创图壤研究院行业研究员

王昭懿说，技术赋能优质 IP内容转化，

带读者踏上“从书中来，到未来去”的跨

时空之旅。

在这里能看到合作之美——

展会举办的“中国—亚美尼亚互译

出版成果发布会”，展示了在“亚洲经典

著作互译计划”推动下，《边城》《家》《呼

兰河传》以及《亚美尼亚史》《亚美尼亚

短篇小说集》《亚美尼亚童话集》等首批

8部互译经典著作。

项目承办单位辽宁出版集团副总

经理单英琪表示，这些图书充分展示了

中亚两国充满勃勃生机的文明之美。

展会现场，一系列合作签约仪式亮

相：商务印书馆举办了中国—伊朗经

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发布

会、与德国德古意特—博睿出版社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等，集中展现“走出

去”新成果。

北京展区，来自英国、意大利、土

耳其、印度、巴西等国的出版商“组

团”到访，目光在琳琅的图书间穿梭，

感受着来自中华大地的深厚文化底

蕴。一位外国客商拿起一部装帧精

美的中华传统文化类图书，用不太流

利的中文赞叹道：“这真是好书，我要

把它带回我的国家，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国！”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图博会奏响不同文明美美与共

的乐章。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史竞男 王思北）

江南东北汛情加重
华北黄淮旱情缓解
——水利部门抓实各项措施防汛抗旱

6月22日，在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一小区，消防员转移居民。
连日来，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及时采取道路抢险、转移安置人员等举

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发

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亮相图博会

“医改是接力赛”，看2024年深化医改“新动作”

深化医改深化医改““新动作新动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