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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抗旱主动仗 助农稳产保丰收
——多地抗旱保农一线观察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近年来，
我国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比例持续上升。
超重肥胖，不仅会影响孩子身体健康，还可
能带来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家长如何
帮助孩子进行体重管理？记者采访了宁夏
医科大学总医院和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
究院的营养科专家。

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饮食
和运动。受访专家表示，现在很多小孩爱
喝含糖饮料、吃煎炸食物，热量都较高，如
果运动量又相对较少，长此以往，摄入量大
于消耗量，体重自然会增加。但儿童肥胖
也可能由病理性因素导致，如遗传、激素水
平异常等，此时就需要及时就医，由医生进
行专业评估。

“中医上来看，肥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
体质问题，比如痰湿体质等。我们会通过
喝中药、针灸、拔罐等中医内调外治方法来

辅助减重。”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临
床营养科副主任刘慧芳介绍。

有的家长认为“孩子长身体，胖点没关
系”“长大自然就瘦了”，这种观念其实不正
确。儿童时期体重超重，成年后超重肥胖
的概率会更大，并且像糖尿病、高血压等慢
性病的患病风险也会更高。医生建议，体
重管理应从小开始，发现孩子超重就应该
及时介入干预。

“判断儿童是否超重的核心原则是，当
儿童BMI指数超过同年龄同性别儿童标准
值时，就属于超重或肥胖。”宁夏医科大学
总医院营养科主任陈启众说。

事实上，通过肉眼判断孩子是否超重
并不准确，家长可以借助BMI指数，即身体
质量指数来判断，这是国际社会推荐的身
体超重或肥胖判断标准，用体重（千克）除
以身高（米）的平方即可算出。根据 2018

年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
查》标准，家长可以对儿童是否超重有较为
清晰的判断。

成人减重会通过限制饮食来“管住
嘴”，但儿童减重的重点是均衡饮食，“限
制”为辅。陈启众表示，儿童减重三餐要做
到3:4:3均衡摄入，即早中晚三餐在一天总
热量中分别占比 30%、40%和 30%，而三大
营养元素要做到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
50%至60%，蛋白质占总热量的15%至20%，
脂肪占总热量的20%至30%。

专家指出，同时还要限制孩子吃一些
高油高糖的零食，无糖饮料也不建议常喝，
有的产品标注“无糖”，实际上并非完全不
含糖，有的可能使用代糖。“可以选择一些
健康零食来让孩子产生替代性满足，比如
孩子喜欢喝一些甜的饮料，就可以在白开
水里放一些切好的水果片用来替代饮料。”

刘慧芳说。
“运动上，一般对于儿童来说，监测心

率与消耗的智能设备不是必需的，主要得
控制孩子久坐和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保
证足够的活动时间。”刘慧芳建议，儿童应
避免久坐不动，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累
计不要超过2小时（学龄前儿童不要超过1
小时），活动时间在2至3小时，其中户外活
动至少1小时。

专家认为，儿童减重最重要的是养成
健康生活习惯，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在要
求孩子健康饮食的同时，家长要以身作则，
应跟着孩子运动，增加亲子陪伴，同时关注
孩子的心理变化。”刘慧芳说，良好的家庭
体重管理氛围，有利于儿童形成健康的生
活习惯。

（新华社）

世界防治肥胖日：胖娃减重应注意啥？

5 月 12 日，
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胸外科护
士展示护士节
纪念章。5月12
日是国际护士
节。今年护士
节的主题为“关
爱护士队伍，守
护人民健康”。

赵军 摄

这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淮安船闸。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围绕“文兴、水清、岸绿、业
盛、人和”打造大运河百里画廊，绵延125公里，覆盖全域，聚力打造“古今辉映的运河人文
画廊、蓝绿交织的运河生态画廊、转型升级的运河富民画廊、美好幸福的运河宜居画廊”。

季春鹏 摄

记者 5 月 12 日从教育部获
悉，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
教育指南（2025 年版）》和《中小
学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使 用 指 南
（2025 年版）》，旨在科学规范推
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进一
步落实培养具有人工智能素养
的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为全
球教育领域应对技术变革贡献
中国方案。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指南（2025年版）》旨在构建一套
科学完备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
系，该体系以素养培育为核心，通
过螺旋式课程设计实现从认知启
蒙到创新实践的素养发展：小学
阶段注重兴趣培养与基础认知，
初中阶段强化技术原理与基础应
用，高中阶段注重系统思维与创
新实践。

《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
用指南（2025年版）》紧密围绕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中的
应用场景，明确各学段使用规范，
确保技术安全、合理、有效地辅助
教学、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推动
教育管理智能化，同时严守数据
安全、伦理道德底线。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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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暨东京夏季听障奥运会选
拔赛开幕式5月11日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

据介绍，本次赛事是残疾人乒乓球项目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
备战周期内的首次全国锦标赛，也是备战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前
最重要的一次热身赛。比赛将于17日，即第三十五个全国助残日
前一天闭幕。

共有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227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设80
个小项，分为肢体、听力、视力、智力残疾4个组别，其中肢体组159
人、听力组39人、视力组12人、智力组17人。

本次赛事还是今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夏季听障奥运会
前乒乓球项目的重要选拔赛，有39名运动员将参加选拔。

赛事主办方表示，期望通过比赛实战让各参赛队能够相互交
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让运动员能够调整出最佳竞技状态，发
挥出最佳竞技水平，进一步提高残疾人乒乓球项目的竞技水平，
促进乒乓球项目的高质量发展。

除乒乓球项目外，田径、游泳、羽毛球、网球、跆拳道项目也将
举办全国锦标赛暨东京夏季听障奥运会选拔赛。

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中国聋人
体育协会主办，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赛事得到了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支持，积极引入社会赞助，为残疾人体育
赛事活动的社会化运营做出了实践探索。

（新华社）

2025年全国残疾人乒乓球
锦标赛在京举行

5月12日是第114个国际护士节。记
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者
名单，共有来自17个国家的35名护理人
员获得南丁格尔奖。经中国红十字会组
织评选推荐，我国有7名优秀护理工作者
获此殊荣，是本届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获奖的7名护理工作者分别是：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
中心护士冯玲、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韩
琳、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资深医护义

工梁伟贤、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
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天津市第三中心
医院临床护理中心主任田丽、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护师邢红、陕西省
人民医院主任护师张玉莲。

南丁格尔奖是授予各国优秀护理工
作者的国际荣誉，用以表彰他们平时或战
时的卓越成就和献身精神。中国自1983
年参与第 29 届南丁格尔奖评选以来，已
有97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此殊荣。

（新华社）

我国7名护理工作者荣获
第50届南丁格尔奖

受降水量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多地出现旱情。中央气象台5月11日发布的预报显示，未来10天，陕西中南
部、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等地降水持续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将维持和发展。

记者采访了解到，相关省份积极开展抗旱工作，通过调度水源、抗旱喷防、旱播育秧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小灾害损
失，助力农业稳产丰收。

持续旱情带来不利影响

随着3台水泵同时启动，清澈的河水顺着管道
流入陕西平利县八仙镇韩河村“干渴”的稻田。“这
可是‘救命水’啊！”村民李秀华看着水流涌入自家
稻田，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今年入春后，八
仙镇降雨量比常年少了近五成，韩河村的部分农田
一度因缺水无法灌溉。

今年以来，受温高雨少影响，华南、华北、西北、
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等地干旱快速发展。

去年秋季以来，广西出现秋冬春连旱的罕见天

气。气象部门统计，2024年11月到今年4月，广西
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近七成，为1961年有完
整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少。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
旱，农业灌溉用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作为山西冬小麦的最大产区，运城冬小麦
面积占到全省半数以上。目前，当地 430 余万
亩小麦正值孕穗灌浆关键期。运城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苏丽红介绍，3 月中旬以来，全市基
本 没 有 出 现 有 效 降 雨 ，加 之 期 间 多 次 出 现 高

温、大风天气，土壤失墒加剧，对夏粮生产造成
不利影响。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正研级高
工翟建青介绍，受干旱影响，冀豫晋陕甘等地灌溉
条件不足的麦田长势偏差，目前大部地区小麦处于
开花至灌浆期，部分没有灌溉条件的小麦灌浆受
阻。广西、四川、云南等地部分水稻移栽进度较去
年偏迟，部分已播春玉米、花生等旱地作物出现缺
苗断垄或幼苗矮小。

多措并举合力抗旱稳生产

为有效应对旱情，各地启动抗旱应急响应、形
成合力，最大限度实现保供保灌，减少灾害损失，确
保农业稳产丰收。

快速响应、多级联动——
在广西受旱较重的武宣县，当地实施县、乡、村

三级联动责任机制，全县上下齐心抗旱。山西运城
市联合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强化沟通会商，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预
报，全力做好抗旱服务保障工作。

加强调度为旱区“解渴”——

受持续气象干旱影响，长江及大运河镇江段水
位较往年同期显著下降。5月5日起，江苏镇江谏
壁抽水站启动四台机组向大运河补水，日均补水量
达 900 万立方米。抽水站管理处副主任徐付祥介
绍，此次开机是近十年来首次在5月启动抗旱补水
作业，较常规排涝季提前近两个月。

陕西省水利部门通过科学实施水量调度，协调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时批复增加陕西抗旱用
水指标1.43亿立方米，解决灌区水源短缺、灌溉困
难等问题。

因地制宜、科技助力——
广西武宣县农业部门派出农技专家，因地制宜

指导农户采取早稻旱播育秧、旱地直播等多种方式
插秧，抢抓农时开展春种工作。河南温县农技部门
指导农户开展“一喷三防”、抗旱灌溉，为小麦丰收
保驾护航。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生育
期提前的旱地小麦，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适时提早收
获，并根据情况复播生育期较短的作物，实现能播
尽播，努力扩面积、增产量。

全力以赴防灾减灾保夏收

据中央气象台中短期预报和国家气候中心延
伸期预测，近期广西的干旱将会逐步减缓，但陕西、
河南、江苏等地的气象干旱还将持续。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各部门正及时评估干旱
发展趋势和影响，全面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保障夏
粮生产。

山西省农业部门动员全省小麦产业技术专家和
基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苗情、查墒情，制定精
细化的抗旱田管技术方案，推进技术措施落实到户

到田。同时，指导农户及时中耕划锄保墒，喷施调节
剂增强植株抗旱能力，帮助种植户解决抗旱难题。

抗旱看天不等天，更需精准应对。陕西省密切
关注旱情动态，按照“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
段、精准措施”要求，动态跟踪水库蓄水、墒情及需
水变化情况，动态优化水量分配方案，保障用水安
全。同时，农业部门组织农户趁墒播种，开展“以秋
补夏”，尽量减少灾害损失，努力提高粮食单产。

安徽省密切关注旱情发展，加强雨情、水情、墒

情和蓄水监测分析，千方百计增加有效水源；河南
省财政下达资金5000万元，支持各地迅速开展抗旱
浇麦、保粮稳产工作……各地积极做好防灾减灾工
作，减少旱情影响。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旱处处长王为说，水利
部门将持续加强监测预报，制定完善供水保障方案，
科学精准调度相关流域骨干水工程，全力确保旱区
城乡供水安全和北方小麦主产区抗旱用水需求。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