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8版 ■电子版：www.nanhaitoday.com ■24小时热线 83000123 13827720000 ■零售每份1元 订报热线：83872000 责编陈为彬 美编刘凯韬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67 第6457期

佛山传媒集团主办佛山传媒集团主办 珠江时报社出版珠江时报社出版星期一 2022年4月

壬寅年三月十八 18

五部门：

增强职业健康意识
提高劳动者健康水平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

委、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2022年<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有

效落实“防、治、管、教、建”五字策

略，强化党委政府、部门、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个人四方责任，进一步增

强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有效提高

劳动者健康水平。

据悉，2022年4月25日至5
月1日是第20个《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一切为

了劳动者健康”。

通知指出，鉴于近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今年宣传周活

动采用线上活动为主，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原则上不举办大规模

的线下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

可结合防疫要求，适当开展线下宣

传活动。各地要紧密结合实际，围

绕《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20周

年、贯彻实施《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2021-2025年）》、推进职业健康

保护行动等内容开展宣传活动。

通知要求，通过广泛开展系列

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职业病防治知

识，进一步推动落实劳动者、用人单

位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营造全

社会关心关注职业病防治的浓厚氛

围，切实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

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
发现”公布

南海石燕岩
采石场遗址入选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近

日，“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

现”名单公布，南海石燕岩采石场遗

址入选。

本次遴选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指导，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

举办，遴选范围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广东省内有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

本次十大发现涵盖云浮、清远、梅

州、肇庆、阳江、江门、惠州、佛山、广

州9个地市。

南海石燕岩采石场遗址位于西

樵山狮脑峰东南面，主要由天窗格、

石屏风、石祠堂等遗址组成，主要开

采时间为明清时期。遗址部分被水

淹没，其水下采石场的面积达到数

十万平方米，规模远超意大利加城

的水下采石场遗址，堪称我国迄今

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水下古代生

产遗迹。

2015年至2016年，考古人员

调查发现，由于水体的保护作用，石

燕岩采石场水下部分未受任何破坏，

内外大小洞室有序相连，保留着清晰

的采石痕迹、完整的采石隔间和完善

的步道系统。洞室间过道、龛室等还

可见大量堆放整齐的条状石材，个别

还可见圆形柱础等。现场还遗留墙

壁开凿的灯台、灯盏和陶壶等。如今

的石燕岩，已成为西樵山上著名且最

适合纳凉的景点，遗址内的石祠堂、

石屏风、天窗格等历经演变的地质奇

观，极具观赏价值。

据悉，早在2002年，石燕岩采

石场遗址就被评为“广东省文物保

护单位”，2019年10月，更入选了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讯员/黄莹莹）4月 17日至

18日，南海各级各类学校（含幼

儿园）分批错峰安排返校。昨日

下午，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带队

到桂城中学、映月中学督导返校

复课情况，要求区镇相关部门及

学校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

核酸检测做到位，注意对学生做

好心理疏导，让学生在安全的校

园里安心学习和生活。

“亲爱的同学们，美丽桂中

欢迎你回家！入校前请戴好口

罩，先洗手，配合测量体温。”昨

日下午3时，桂城中学校门口穿

着红马甲的教师志愿者正在帮

助学生运送行李。返校学生进

校门后，穿黄马甲的学生义工接

力，将行李安全运送到学生宿

舍。

督导组来到桂城中学，详细

询问走读学生和未能返校学生

情况，并表示，教师安全也是校

园安全的重要环节，全体教师和

走读学生要遵循“两点一线”原

则进出校园。

桂城中学校长李卫平介绍，

学校组织对住校生开展校内核

酸检测，学生复课后每天晨检、

测温，并与家长保持畅通联系。

同时，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学

校将开设心理班会、自助餐等活

动，丰富学生在校生活。

在映月中学，督导组走访了

学校医务室等健康管理场所。

映月中学校长罗新全介绍，学校

统计并归类了不同情况的学生，

坚持“一生一策”，为暂时未能返

校的学生安排好线上学习计

划。学校配备的专职心理老师

和社工将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平稳过渡。

针对本次学生返校复课，南

海制定了工作方案，要求各镇街

和学校“一校一策”有序组织师

生错峰返校，并做好返校后工作

安排。

4月16日至17日，南海安

排师生员工开展了全员核酸检

测。各校在学生返校前，组织一

次线上家长会，在返校后开展一

次防疫和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

会课，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教育宣

传活动，开展一次谈心谈话活

动，掌握师生员工返校后的情绪

和心理状态，加强与家长的沟

通，共同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

此外，对暂不能返校的学

生，各校安排好线上教学。师生

返校后，南海继续落实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将对师生员工开展1
次全覆盖核酸检测，并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每周对师生员工开展

核酸抽测工作。

“返校后的核酸检测要严格

落实，抽测工作也要持续跟进。”

顾耀辉表示，佛山目前已经实现

社会面动态清零，南海的有关工

作依然不能松懈，要做好师生员

工的健康管理，重视返校后学生

的心理状况，确保师生的身心健

康。

（相关报道详见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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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通
讯员/赖碧君）用心用情服务企

业，南海再次拿出实实在在的诚

意！记者昨日从南海区发展和改

革局获悉，南海已出台天然气保

供方案，设立1亿元天然气保供

专项资金，并联合南海国资提供

年度优惠超4亿元，保障天然气

市场稳定，降低工业企业用气成

本，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2021年以来，天然气供需

持续紧张，价格大幅上升。南海

作为制造业大区，区内有较多企

业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

的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对它们

的经营造成一定压力。

面对这一形势，南海区委区

政府决定设立1亿元年度天然气

保供专项资金，减轻区内工业企

业的用气成本。根据保供方案，

当天然气市场出现供应紧张的

情况时，南海区政府将启动保供

分级响应，并为经济贡献大、行

业影响能力强、带动作用突出的

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提供最高

80万元的资金支持，专项资金年

度总额为1亿元。

此外，南海区政府还统筹区

国资组织超4亿元资金继续以优

惠价格供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保障。

为统筹做好天然气保供工

作，确保天然气供需平衡有序，

南海区委区政府多次召开天然

气保供专题会，安排部署相关工

作，压紧压实各职能部门及城市

燃气企业的责任。为贯彻落实

相关部署，南海区发改局多次组

织南海燃气公司共同研判天然

气供需形势，督促南海燃气公司

多渠道多方位争取燃气资源，全

力增加可供气量。

据悉，2021年，南海燃气公

司实现供气量9.7亿立方米，创

历年新高，为企业提供优惠达1.5
亿元。2022年，南海燃气公司将

积极组织气源保供，致力降低天然

气价格上涨对企业的影响。

南海区区长王勇要求，城市

燃气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

精准预测用气需求，加大采购力

度，全力保障供用气。

今年3月，南海区发布《佛

山市南海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万企万亿”

行动计划，三年内投入不低于

450亿元支持工业发展，并提出

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企业用电、

用能、用水等生产要素供给。

一直以来，南海区委区政

府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

造业企业面临的难点、堵点和

痛点问题，全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此次设立天然气专项保

供资金，统筹南海国资以优惠

价格供气，将使南海工业企业

在用气成本上直接受惠，减轻

企业经营负担，同时令南海区

天然气的销售价格更具竞争

力，对保障南海区经济稳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南海出台天然气保供方案，全力降低企业用气成本

统筹超5亿元为工业企业“打气”

据新华社电 核酸检测是判断

新冠病毒感染的“金标准”，是落实

“四早”要求的关键举措。记者从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了解到，截至目

前，全国有1.31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具备检测能力，检测能力达到每天

5165万管。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近15万技

术人员从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共

批准上市了 37个核酸检测试剂。

全国普遍达到6小时以内出结果，

创新开发了5合1、10合1、20合1

混采检测技术，检测策略也在不断

优化。西安、郑州、天津等地可在1
天内完成约1200万人口的核酸检

测。

为加强核酸检测全流程质量的

把控，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一系列

重要文件，细化、规范化核酸检测工

作，采取一系列举措确保检测结果

准确可靠、结果报告及时有效。比

如，将医疗机构、疾控中心、第三方

实验室等各类核酸检测机构纳入质

控、质评体系统一管理；对核酸检测

组织管理者、采样人员、包装运输人

员、检测人员、报告人员、质控人员、

感控人员等在内的所有人员均开展

有针对性的培训；针对采、送、检、报

流程，提出了一系列更加细化和具

体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核酸检测质

量和效率。

为尽快战胜疫情，当前上海市

的核酸检测工作正开足马力推进。

自4月4日起，上海市已开展多轮全

市范围的核酸检测，优化核酸检测

频次和防漏采措施。

我国核酸检测能力达每天5165万管

导 读

A02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党员红”

据新华社电 随着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三位航天员顺利

返回，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关

键技术验证阶段圆满完成，并将

进入建造阶段。

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阶段取得了哪些突破？建造阶

段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国新办

17日举行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展

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圆满完成
空间站建造关键技术全面突破

“自2020年以来，我国成功

实施了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

飞，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十二

号、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天舟二

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共6次飞

行任务，圆满完成了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的任务目标。”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说。

郝淳介绍，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我国全面突破了空间

站建造的关键技术，包括航天员

长期在轨驻留的生活和工作保

障技术、再生式环境控制和生命

保障技术、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

技术等，为后续空间站的建设攻

克了技术难关。

“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

两个乘组驻留期间，天和核心舱

的再生生保系统为航天员提供

良好的载人环境，满足航天员在

轨的物质代谢需求；大型柔性太

阳电池翼及其电源技术，在出舱

活动、交会对接、机械臂转位等

能源需求较大的任务中提供了

充足的能源供给。”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杨宏

院士说。

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飞行了

183天，在轨驻留期间圆满完成

了2次出舱活动、2次太空授课，

以及40余项在轨实验和试验任

务，完成了80余项在轨数据收集

和分析工作等，3名航天员在轨飞

行期间身体和心理状态良好。

“神舟十三号任务的成功实

施，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航天员选

拔训练技术的科学有效，同时也

表明我国已完全具备了航天员

长期飞行驻留保障能力，为后续

任务奠定了基础。”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黄

伟芬说。

此外，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阶段，我国还完善了任务的组织

指挥体系，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

色的载人航天运营管理体系，取

得了高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成

果和显著的综合效益。

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
共计划实施6次飞行任务

目前，我国正组织对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全系统综合

评估，满足要求后全面转入空间

站建造阶段。“2022年，我们将完

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共计

划实施6次飞行任务。”郝淳说。

根据任务安排，5月发射天

舟四号货运飞船，6月发射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船，7月发射空间

站问天实验舱，10月发射空间

站梦天实验舱，空间站的三个

舱段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完

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之

后还将实施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任

务。

据介绍，神舟十四号和神舟

十五号两个乘组均由三名航天员

组成，都将在轨飞行6个月，并将

首次实现在轨乘组轮换，实现不

间断有人驻留。两个乘组6名航

天员将共同在轨驻留5至10天。

“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

以后，工程将转入为期10年以

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初步计

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

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要长期

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

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

和维护。”郝淳说。

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合

能力和技术水平，我国还将研制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

载人飞船。其中，新一代载人运

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

回舱都可以实现重复使用；新一

代载人飞船综合能力也将得到

大幅提升，可以搭载 7名航天

员。另外，还将开展更大规模的

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

“未来，中国空间站还将开

展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

航天医学等一大批科学实验和

新技术验证，有望在科学探索和

应用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和突

破。同时，这些技术会被更多地

进行转化，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和国计民生。”郝淳说。

中国空间站将于今年完成在轨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