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20部门出台“数据要素×”行动实施方案

让数据要素“乘”出新动能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8 月 2 日，
记者获悉，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网信办、
省委金融办等20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河南省“数据要素×”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26 年）》（以下简称《方案》），
围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业态新
模式、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聚焦重点行
业领域实施 12 大行动和 31 个专项，加
速数据要素供给和流通使用，赋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当前，数据已快速融入生产、消
费、流通、分配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
节，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作
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
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谈
及《方案》出台的背景，省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发展过程中也存
在数据供给质量不高、流通机制不畅、
应用潜力释放不够等问题，制定“数据
要素×”三年行动计划，有助于有针对
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方案》明确了工作的总体目标：

到 2026 年年底，“数据要素×”行动各
专项取得突破性进展，数据要素在全
省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乘数效应得到充
分显现，打造示范作用明显的典型应
用案例 30 个以上、数据要素产业园 10
个左右，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
好的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争创国家数据要素应用示范地区、国
家级数据交易场所，形成资源体系完
善、应用场景广泛、产品供给丰富的数
据生态体系。

《方案》聚焦工业制造、现代农业、
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医疗健
康、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应急管理、气
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12个行
业和领域，明确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典
型场景，推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据介绍，参照国家部署，结合我省
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方案》选取的这
12个行业领域，数据聚合价值高，拟通
过促进多元数据融合，培育新模式新业
态。比如，实施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专
项，支持汉威、威科姆、华骏等物联网骨

干企业完善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平
台，加强车用操作系统、下一代感知系
统、智能座舱芯片等技术研发和突破；
实施科学数据大模型开发专项，基于新
材料、现代食品、生物医药、农业种植等
我省优势领域科学数据，构建面向大模
型的基础科学数据集和高质量语料库；
实施商贸国际化拓展专项，完善提升河
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支持外贸
综合服务企业、电商平台、金融机构等
依托数据沉淀优势，为中小微外贸企业
提供专业集成服务等。

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将从强化数据要素供给、优化数据流
通环境、加强数据安全保障等方面抓好

《方案》的贯彻落实，推动工业、交通、农
业、医药、科技等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库
建设，形成一批可流通共享的高质量行
业数据集；引导更多资源向数据要素领
域集聚，支持部门、地市协同开展试点
应用，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不断创新数
据要素赋能模式。

据《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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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记者 谢
希瑶）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服务
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释放以
服务消费为抓手，为扩大内需添动力的
明确信号。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
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以提振消费
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
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明确“把
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
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陈丽芬说，我国正处在服务消
费较快增长阶段，服务消费增速快于商
品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增量来
源。但与高收入经济体相同发展阶段的
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目前服务消费占居

民消费比重仍然偏低，具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和潜力。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是扩大内需的有力举措。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增速比同期
商品零售额增速快4.3个百分点。商务
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超
说，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从消费来
看，服务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
主要引擎。意见出台十分及时，有利于
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培育服务消费
新增长点，为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提供
有力支撑。

6方面20项重点任务中，“挖掘餐饮
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消费
潜力”居于首位。

陈丽芬说，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和养

老托育等是居民基础的服务需求，消费
潜力较大，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但
面临高质量供给不足等问题，发展基础
型服务消费，不仅有利于满足居民需求，
而且有助于吸纳更多劳动就业，稳定和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激发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教育和
培训、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消费活力”“ 培
育壮大数字、绿色、健康等新型消费”“增
强 服 务 消 费 动 能 ，创 新 服 务 消 费 场
景”……意见围绕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
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扩大服务业
开放提出多项要求。

在董超看来，意见涵盖了服务消费
的各个领域，既有存量较大的传统服务
消费，也有增长空间更大的改善型、新型
服务消费，不仅有利于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体验性等服务消费日益多样化需求，
还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意见还提出，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加
强服务消费监管，引导诚信合规经营，完
善服务消费标准。强化政策保障，加强
财税金融支持，夯实人才队伍支撑，提升
统计监测水平。

董超说，服务消费往往涉及无形的
服务，相比商品消费监管难度更大，因此
旅游消费投诉多，家政领域纠纷多，意见
提出优化服务消费环境，有利于推动服
务消费向高品质、高标准提升。

陈丽芬认为，服务消费涉及行业众
多，意见的落实推进需要各方形成合力，
从财税金融、人才、统计监测等方面强化
政策保障支撑，从而充分释放服务消费
潜力，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以服务消费为抓手
为扩大内需增动力

——解读《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8 月 4 日电
（记者周圆 王聿昊） 记者4日
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多方
会商研判，未来三天，我国降雨
总体呈现“面弱点强”特征，东
北地区、黄淮及云南等地仍有
明显降雨过程，辽河、松花江吉
林段等仍维持超警，防汛形势
不容乐观。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
理部4日继续组织气象、水利、
自然资源等部门进行联合会
商，视频调度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湖南、四川等重点
省份，研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
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在
会商中指出，要继续压紧压实
各部门各行业防汛责任，确保
责任领域全覆盖。要克服疲劳
厌战情绪继续做好超警堤段巡
查防守工作，特别要加强夜间
和退水期巡查防守。要高度警
惕暴雨洪涝引发的次生灾害，
充分汲取局地公路塌方、桥梁
垮塌造成群死群伤的教训，加
强涉水景区、临坡、临崖交通要
道的安全管理。要加强排涝清
淤和防疫工作，加快灾后恢复
重建。

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工业和信息
化部紧急调派1架翼龙无人机
在四川康定受灾区域执行灾情
侦察和通信保障任务，前期派
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
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救
灾工作。2 日 15 时至 3 日 15
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共参与抗洪抢险39起，出动消
防救援人员2722人次，营救疏
散转移729人。

我国降雨将呈现
“面弱点强”特征

手术并不能治愈近视

手术并非近视矫正和控制必选项

高中生近视率超80%

阅读提示
每年夏季是我国近视手术高峰期。专业人士提醒，手术仅仅是“摘镜”，并不能

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手术后需每年进行相应检查。同时，手术并非
矫正和控制近视的必选项，应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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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宁强调，无论选择哪种手术方
式，术后护理和恢复都很重要。患者
应遵循医生指导，按时用药、定期复
查，并注意眼部保护，以确保手术效
果达到最佳。

“不能熬夜、长时间看电子屏幕，
少吃辛辣油炸食物，以免眼部干燥、
疲劳，破坏眼表健康。”世界屈光手术
及视觉科学学院（WCRS）会士、中国
医师协会眼科屈光分委会副主委、爱
尔眼科医院集团屈光手术学组组长
王铮提醒，手术准备期要比平时更加
注意保护眼睛。

同时，也要提前做好“停镜”等系
列准备，如软性球镜停戴1周以上，软
性散光镜及硬镜停戴3周以上，角膜

塑形镜停戴3个月以上。
“需要强调的是，揉眼睛可能会

破坏角膜形态，而近视手术必须等角
膜形态恢复后才可进行，所以切记不
要揉眼。”王铮说。

魏文斌介绍，常见的近视矫正方
法，包括佩戴眼镜和进行近视手术。
佩戴OK镜后通过压力塑形角膜，减
少角膜屈光度，可以做到仅夜晚佩戴
就矫正近视。研究显示，OK 镜具有
防止近视进展的作用，但由于它接触
角膜，对于近视防控的长期有效性和
安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所有近视患者一旦确诊，即应配
镜矫正，并定期验光复查，否则时间
一长，不仅会加快近视发展，还会影

响儿童的正常视觉发育。“暑假期间
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科学的用眼方法，这是预防近视
最重要的手段。”魏文斌说。

专业人士还强调，手术是近视矫
正和控制方式之一，但并非必选项，
即便技术成熟，毕竟属于眼部手术，
要保持谨慎。

据《工人日报》

暑期迎来“摘镜”热
手术能治愈近视吗？
专业人士提醒，手术并不能解决近视带来的眼

球结构变化问题，术后需每年做相应检查

高考结束、毕业季到来后，医院
眼科迎来近视手术高峰，高中毕业生

和在校大学生是主要群体。饱受近
视困扰的年轻人，出于颜值、体检、专

业选择等原因，往往集中在暑期选择
“摘镜”。

小陈从小立志做一名警察，然
而，近视700多度的他了解到，报考警
校对视力有一定要求。因此他“考前
就计划好要‘摘镜’，高考结束后就迫
不及待来准备做手术了”。

爱美的小楠打算毕业后结婚，
“摘镜”是她送给自己的暑期礼物。
车辆工程专业的20岁大三学生小穆，
300 度近视，他选择手术的原因是喜
欢打篮球等运动，认为“戴眼镜不方
便”。还有一些是父母做了近视手术
后，主动带孩子来做。

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1.9%。其中高中生为 81.2%。每年
夏季是我国近视手术量高峰期。

今年发布的《中、欧国际近视手
术大数据白皮书2.0》显示，2023年我
国每千人中有 1.5 人进行近视手术，
与2021年相比有所提升，手术人群平
均年龄为24.7岁。

据了解，目前，近视手术治疗主
要包括角膜屈光手术和眼内屈光
手术。如全程用飞秒激光的全飞
秒手术，适用于高度近视、角膜薄
患者的超薄半飞秒手术，不切削角

膜只植入人工晶体的 ICL 手术。患
者在选择手术方式时往往受到多
种因素影响，如价格、手术时间、恢
复周期等。

北京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熊宁
介绍，近视手术没有好坏之分，不
同患者的眼部情况不一样，适合的
手术方式也不同，它取决于患者的
个人情况，包括近视度数、角膜厚
度、眼部健康状况以及个人的生活
和工作需求。这些因素都需要由
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进行严格、仔
细评估。

手术可以治愈近视吗？记者采
访发现，很多人认为手术能治愈近
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严格来讲，手术仅仅是‘摘镜’，
即通过手术手段，把眼镜的屈光度施
加到眼球上，让眼球能够匹配过度生
长的度数。”近日，在国家卫健委组织
的发布会上，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
魏文斌强调，手术并不能解决近视本
身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近视手术后
仍需要每年进行散瞳检查，以防出现
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近视防治指南（2024 年版）》也

指出，应当注意手术只是矫正了屈光
度，并未从根本上治愈近视，近视术
后仍有部分人群的度数还在增加，因
此术后仍要注意用眼卫生，养成良好
的用眼习惯，避免过度用眼。

近视矫正手术并非适用于所有
年龄段人群，医学上建议年龄段是从
18 岁到 50 岁之间，超过 50 岁有可能
会伴有除了近视以外的老花问题。
魏文斌提醒，手术矫正必须在18岁以
后进行，青少年眼球发育尚未结束，
不宜进行手术。

此外，近视手术也有绝对禁忌

证，例如，圆锥角膜或其他类型的角
膜扩张、重度干眼症、眼部活动性病
变或感染、尚未控制的青光眼、影响
视力的白内障等一些眼部疾病。还
包括全身结缔组织疾病或自身免疫
性疾病，以及焦虑、抑郁等严重心理
和精神症状，或者患有无法配合检查
和手术的疾病，如癫痫、癔症等。

能否做近视手术需要医生检查
后判断，适合哪种手术方式，需要医
生综合术前检查的眼部数据以及平
时的用眼习惯，量身定制适合的近视
手术方案。

中国研究团队8月2日在英国《自然·
医学》杂志发表论文说，循证研究显示，中
药芪苈强心胶囊加入现有的标准化疗法
中，可降低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
（HFrEF）患者的死亡风险。

芪苈强心胶囊是依据中医络病理论研
发的专利中药。为进一步探索芪苈强心胶
囊的长期用药疗效和安全性、适用人群，优
化临床适用方法，中国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李新立、张海锋以及河北省中西
医结合医药研究院贾振华等作为共同通讯
作者，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
临床研究方法，完成了芪苈强心胶囊对
3000余例射血分数降低型心衰复合终点事
件的临床循证研究，病例主要来自中国内
地和香港的133家医院，疗程12至36个月。

研究显示，与安慰剂联合标准化心衰
疗法的对照组相比，芪苈强心胶囊联合标
准化心衰疗法，可降低主要复合终点事件
（指心血管死亡和心衰恶化再住院）发生
风险22%，其中分别降低心血管死亡风险
17%和心衰恶化再住院风险 24%。因此，
在现有的标准化疗法中加入芪苈强心胶
囊，可显著降低患者心血管死亡和心衰住
院的风险。此外，该药耐受性良好、停药
率低。 据新华社

新研究：

中药芪苈强心胶囊
可降低心衰患者死亡风险

新华社武汉8月3日电（记者 闫睿）
临床中，当患者出现烧创伤、皮肤压疮、口
腔黏膜损伤等情况需要治疗时，常面临着
自体皮肤移植材料不足、修复材料不可降
解造成过敏等困扰。来自湖北武汉的科研
团队研发了一种“重建全层皮肤功能的生
物复合材料”，外观形似创可贴，可通过促
进创面愈合，尽可能恢复皮肤功能、减少疤
痕。材料用后也可降解。

这一研究项目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医工交叉团队共同完成，近日获2023
年度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相关研究成
果已在国际期刊《国际生物大分子杂志》发
表，并获国家发明专利。

据武汉理工大学首席教授、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特聘教授王欣宇介绍，使用丝素、
海藻酸钠等天然高分子材料制成的“创可
贴”用于患者伤口处，通过微纳米“梯度结
构”带着皮肤生长细胞“爬”到各皮层，促进
全层皮肤修复再生，生长出不同于人工皮、
有正常触觉和痛觉等功能的“类原生皮”。
完成使命后，“创可贴”降解，以氨基酸、二
氧化碳和水等代谢物形式被人体吸收或排
出体外。

“材料不仅可降解，降解速率还可控。”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程波
说，团队通过有机-无机材料复合技术，创
建了微纳米结构全层皮肤支架，会根据体
内环境变化控制降解速率，防止过早、过快
降解，影响治疗效果。同时在保证愈合前
提下，尽可能恢复皮肤功能。微纳米结构
支架的可降解性和“梯度结构”可促进血管
成熟、胶原结构重建和皮肤附属器再生。
在此过程中，“创可贴”还可根据伤口恢复
需求加入特定“成分”。如想恢复毛囊、神
经感觉功能可装载干细胞，想抑菌抗炎则
可加入益生菌。

我国科研团队研制出
可降解材料助难愈伤口
长出“类原生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