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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自
2022 年 7 月以来第二次就猴痘
疫情发出最高级别警报，引发公
众关注。海关总署也于近日发
布关于防止猴痘疫情传入我国
的公告，提醒来自猴痘疫情发生
国家（地区）的人员，如接触过猴
痘病例或出现发热、头痛、背痛、
肌痛等症状，入境时应主动向海
关申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
示，目前猴痘疫情具备在非洲以
及向其他大洲进一步传播的潜
力，这十分令人担忧。根据非洲
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目前非洲
至少有 16个国家受到猴痘疫情
影响。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
致的一种人兽共患病。猴痘病
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特别
是性接触传播。生活接触传播
风险比较低。自 2023 年 9 月 20
日起，我国将猴痘纳入乙类传染
病进行管理。”中国疾控中心卫
生应急中心有关专家告诉记者。

据该专家介绍，猴痘为自限
性疾病，症状早期可出现发热、
头痛和淋巴结肿大等，常经过斑
疹、丘疹、水疱、脓疱、结痂至痂
皮脱落几个阶段，伴有明显痒感
和疼痛，可累及口腔咽喉黏膜、
生殖器、结膜和角膜等。

被誉为北京“双枢纽”机场
的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
场，定期会有自肯尼亚、布隆迪、
南非、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转
机或直飞入境的航班。

记者17日在首都国际机场3
号航站楼国际到达区看到，旅客
走出飞机进入航站楼后，带有海
关标识的“前方请接受卫生检
疫”的蓝色牌子清晰可见。

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显
示，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自 8
月 15 日起的 6 个月内，来自猴
痘疫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
员，如接触过猴痘病例或出现
发热、头痛、背痛、肌痛、淋巴结
肿大、皮疹和黏膜疹等症状，入

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
人员将按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
施并开展采样检测；来自猴痘
疫情发生国家（地区）且被污染
或有被污染可能的交通运输工
具、集装箱、货物、物品，应按规
定程序实施卫生处理。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
委发布的《猴痘防控方案》指出，
各地卫生健康、疾控部门要加强
与海关等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
和信息共享，及时发现与处置猴
痘疫情，落实猴痘病例发现、疫
情报告、诊疗隔离、密切接触者
追踪管理等工作，防止疫情扩散
和蔓延。

“从此前临床情况看，大多
数猴痘病例为轻型、普通型，是
可以自愈的。目前治疗主要是
做好防护隔离和对症治疗。”北
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
师李侗曾说，如果发现自己有过
猴痘接触史，或出现了以上相应
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接诊医
生接触史和暴露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首发
经济”。

首发经济，即企业发布新产
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
务、新技术，开设首店等经济活
动的总称，涵盖了企业从产品或
服务的首次发布、首次展出到首
次落地开设门店、首次设立研发
中心，再到设立企业总部的链式
发展全过程。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
研究所研究员关利欣介绍，首发
经济不仅能够集聚品牌资源、带
动产业升级、增强城市商业活
力，还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推动供给和需求形成更
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放眼全国，首发经济正在持
续发展。

2023 年，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各增开首店
数百家至上千家。相关数据显
示，上海2023年全市新增首店达

1215 家，同比增长 13.2%；北京
2024年上半年新增首店 485家，
其中既包含第一家品牌门店，也
包含品牌新布局的旗舰店和创
新概念店。

一系列政策也在陆续发
力。近年来，《关于进一步促进
上海市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成都市加快打造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等相
关政策举措纷纷在上海、成都等
商业活跃度高的城市发布，其中
不乏支持举办首发首秀首展、吸
引高能级首店落地等措施。

着眼未来，首发经济的持续
发展离不开经营主体的持续创
新和城市商业的提质升级，需要
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协同发
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
以更高品质供给激发消费潜能。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
示，将加快推进首发经济，鼓励
企业发布新品、开设首店、开展
首秀首展，持续推出新业态、新
模式、新服务、新场景，满足消费
者追求时尚、品质、新潮的需求；

同时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
育，提升城市商业能级。

“发展首发经济，首先要鼓
励品牌创新发展。”关利欣表
示，要立足满足人民高品质的
生活需要，不断创造适应新需
求的有效供给，通过品牌创新、
业态模式创新等，推出更多符
合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的商品和服务。

支持服务业开放发展、整合
城市资源打造消费场景、打造国
际化市场环境等同样是发展首
发经济的重要举措。

“具体而言，需要加快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与国际接轨
的高质量服务产业体系。”关利
欣说，要规划建设一批具有较强
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消费商圈，加
强消费相关产业联动；制度层面
应当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消费环境，持续提升消费市场国
际化水平，优化与首发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通关、检验、活动举办
等制度体系。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亚洲水塔
将进入超暖湿阶段、人类活动最早可能出现
在19万年以前……

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
考队队长姚檀栋领衔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大
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专家，带着本次
科考十大任务的重要成果在拉萨进行集中
发布。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
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
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

2017年 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研究启动以来，我国组织 2600多个科
考分队次 28000多人次进行青藏高原全域
科考，不断解码地球第三极，向世界展示中
国青藏高原科考的系列成果。

——全球变暖，亚洲水塔是否引发
“失衡”？

科考发现，过去 15 年，青藏高原正在
变暖、变湿、变绿，生态系统呈现整体趋好
态势，但因气候暖湿化导致亚洲水塔失衡，
也为我们带来一些隐忧。科考模型预估表
明，亚洲水塔 21 世纪将进入超暖湿阶段；
21世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损失超过一
半……

“随着全球变暖、冰川消融，亚洲水塔变
得更暖更湿，引发失衡。”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剑说，“在青藏高原，一
些海拔较低的小型冰川正在消失，这与欧洲
等世界其他地区的趋势是一致的。”

亚洲水塔失衡，如同冰川对储水量也
有收支平衡，“收入”来自降水等积累过程，

“支出”来自融化、渗透、蒸腾等消耗过程。
如果“收入”赶不上“支出”，冰川就会出现
负增长。

河流径流整体增加，亚洲水塔供水能力增强……科考评估
结果表明，尽管亚洲水塔未来水量趋于增加，但下游水资源未
来要强化构建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科学预警体系。

——物种“上新”，青藏高原带来哪些新发现？
各类珍稀物种荟萃的青藏高原，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又有新

发现。
曾一度被认为灭绝的枯鲁杜鹃、墨脱百合、贡山绿绒蒿、中

甸半脊荠等植物，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雪豹、云豹、孟加拉虎、豺等珍稀动物的身影，也在野外镜头中
频繁出现。

相关研究显示，孟加拉虎频现，突显出西藏墨脱地区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在全球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中地位举
足轻重。

一些“新朋友”也加入了青藏高原生物“大家庭”。通过对
青藏高原薄弱与关键区域的大量野外考察，科研人员发现了墨
脱四照花、察隅链蛇、雪山大爪鼩鼱、拟沉衣等一系列动物、植
物、微生物新物种。

第二次青藏科考截至目前已发现新物种超过3000个，其中
动物新物种205个，植物新物种388个，微生物新物种2593个。

——探索不止，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有多早？
科考发现，青藏高原最早人类活动可能出现在 19万年以

前。在拉萨邱桑村，科研团队还发现了距今16.9万至22.6万年
前世界最早的岩面艺术，让我们接近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活。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遗址，研究团队发现了距今
至少16万年的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揭示了这一种群曾经
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科考人员发现，丹尼索瓦人能利
用区域内的不同动物，具有较广的食谱范围，揭示其对高海拔
环境的较强适应能力。

姚檀栋表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步履不停，探索不止。随着科考的持续深入，人类正处于
对青藏高原了解更透彻的时期。未来，它的神秘面纱还将继续
向世人揭晓。

激活消费新潜能 如何积极推进首发经济？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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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发力防止猴痘传入我国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顾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