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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
的主题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
活”。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
听障人士叩开“无声之门”，重回
有声世界。

科技助听 带来“声”的希望
1995 年，已失聪十年的陆锋

以“放手一搏”的心态在北京协和
医院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成为
中国大陆首位多导人工耳蜗植
入者。

18 厘米的刀口、8 小时的手
术、长达2个月的恢复期——借助
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陆锋幸运
地回归有声世界，改变了人生
轨迹。

此后近30年，他致力于推动
科技助听事业的发展，现在他是
中国聋人协会人工耳蜗植入者委
员会主任。

“从第一例到现在，全国已有
约 12 万人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我国科技助听事业飞速发
展。”陆锋说，随着手术技术的发
展，现在手术创口仅3厘米左右。

“人工耳蜗主要适用于重度以
上、使用助听器效果不理想的感音
神经性耳聋患者。”北京协和医院耳
鼻喉科主任医师高志强介绍，人工
耳蜗外机、植入体和手术技术都有
显著进步，最新的一体式外机可以
隐藏在头发里，耳部不再需要佩戴
设备。

此外，助听器不仅具备了噪音
抑制、语音识别等智能功能，还能够
通过蓝牙与手机、电脑等设备连接，
实现音乐播放、电话接听、远程调机
等功能。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科技助听
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带来

“声”的希望。
专业康复 告别“十聋九哑”
走进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

心测听室，技术人员正在使用专业
设备为一名植入人工耳蜗的小朋友
进行调机。

“人工耳蜗或听觉装置植入只
是开启听力重建的第一步。”中国听
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巍
说，要想实现听清、听好、自由言语

和交流的终极目标，助听或植入设
备的调试、评估，设备备件及配套程
序的升级更新，有效功能康复训练
和持续跟进服务这几方面因素都必
不可少。

“过去有种说法叫‘十聋九哑’，
现在随着听力语言康复社会保障政
策和服务能力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
善，‘聋而不哑’已成现实。”梁巍介
绍，全国佩戴人工耳蜗儿童平均入
普率达 87%，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
能够无障碍地融入社会生活，在各
行各业发光发热。

“人工智能等科技将进一步促
进全人群耳健康。”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主任余力生表示，人工
耳蜗植入后的调机目前还严重依赖
专业人员现场服务，未来通过人工
智能辅助可以通过电脑远程调试惠
及偏远地区患者，智慧诊疗系统也
将帮助基层医生提高诊疗水平。

早筛可及 提前预警
孩子是否有听力问题，出生后

的新生儿听力筛查是“第一关”。
2022年，全国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

率已达到90%以上。
越早发现、越早进行干预，其恢复

效果和语言能力越理想。国家卫健委
2023年发布的《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
升计划（2023- 2027 年）》提出，到
2027年，实现新生儿听力障碍3个月
内诊断率、6 个月内干预率均达到
90%。

“新生儿在1个月内完成筛查，3
个月内确诊，6个月内干预最佳。”余
力生表示，相比于很多发达国家，我
国将耳聋基因筛查的成本控制得较
低，大大提升了可及性。

河北省自 2019 年开展孕妇耳聋
基因免费筛查民生项目；北京市新生
儿耳聋基因筛查率在2021年已达到
99%以上，听力筛查率达到98%以上
……近年来，全国多地已陆续开展耳
聋基因筛查。

专家强调，基因筛查技术的发
展不仅提高了遗传因素导致的耳聋
发现率，还可以提示药物致聋和迟
发性耳聋风险，提前预警让更多人
免于失聪。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全国爱耳日：

科技叩开“无声之门”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顾天成 林苗苗

新华社西宁3月3日电（记者李
宁、耿辉凰）初春时节，在青海省西
宁野生动物园兽医院笼舍里，一只
荒漠猫进食后，眯上眼睛，将尾巴垫
在身下，窝在毛毯上小憩……看着
监控里荒漠猫“黄老太”的悠闲模
样，兽医助理刘雪松很是欣慰。

2022 年 3月，“黄老太”于西宁
市湟源县的一处垃圾场被救护。经
检查，“黄老太”感染多种病毒，呼吸
道和消化道感染严重，重度脱水营
养不良。针对复杂病症，工作人员
制定科学治疗方案，少食多餐喂食
肉类补充营养，打针输液进行抗病
毒治疗。经过治疗，“黄老太”身体
状况逐渐好转，恢复健康，“相比于
在野外‘闹饥荒’,‘黄老太’现在按
时吃饭，规律活动，各项指标恢复正
常，有时还会在架子上玩耍、晒太
阳。”刘雪松说。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
介绍，考虑到“黄老太”已年老，且消
化系统较弱，缺乏野外生存能力，将
不再考虑放归。而且由于其特殊状
况，不对外进行展出，它将在兽医院
的专业笼舍里“颐养天年”。

在相距动物园数百公里的金银
滩草原上，荒漠猫“黄太急”正在无
垠的原野上恣意奔跑。

2023 年 6月初，在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黄太急”在牧
民家“偷鸡”时，被鼠夹夹伤。所幸
它被及时发现，连夜送到西宁进行
救治。经过体检，“黄太急”只是外
伤，骨头完好，血液生理生化指标
无 异 常 ，无 猫 科 动 物 常 见 传
染病。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护理，
“黄太急”康复，达到放归条件。齐
新章介绍，根据《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管理办法》规定，动物园联合中国农
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决定给“黄太
急”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进行放归。

荒漠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
物，也是中国特有猫科动物。这是
国内乃至世界首次给救护的荒漠猫
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放归。“卫星项
圈每两小时上传一次数据，记录它
的活动轨迹。一方面，有助于研究
草原地区荒漠猫的生活习性。另一
方面，可以在它受伤后及时提供救
护。”齐新章介绍，“佩戴项圈的大
小、松紧都有规范要求，会最大程度
避免影响到动物活动。项圈没有自
动脱落功能，我们将持续观测，在合
适时间为它打疫苗，并帮它拆除项
圈。”

2023年 7月 23日，工作人员驱
车前往救护地附近的相似生境进行
放归。“附近有山地、河谷、草原和灌

丛等多种生境，有大量高原鼠兔等
小型兽类活动，符合荒漠猫生境要
求，满足放归条件。”齐新章说。

由线条和点位编织成的卫星图
上，显示着“黄太急”活动区域：东西
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总
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大部分时
间，它在一片约36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活动。齐新章说：“相较于过去研
究数据中平均 3.3 平方公里的活动
范围，‘黄太急’较大的活动区域为
荒漠猫生活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参
考。”

“科学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齐新章表示，下一步，除了继续
对符合条件的荒漠猫，在佩戴卫星
定位项圈后放归，西宁野生动物园
还将开展荒漠猫的人工繁育，为青
藏高原本土物种保护作出更多
贡献。

科技守护中国特有猫科动物荒漠猫

新华社哈尔滨3月3日电（记者
张玥、刘赫垚）春节过后，在“尔滨”
冰雪旅游热潮的带动下，哈尔滨周
边地区旅游火爆起来。以哈尔滨为
起始点，到横道河子、亚布力、齐齐
哈尔等地旅游受到游客青睐，“一小
时旅游圈”正在成形，延续着今冬冰
雪旅游热。

距哈尔滨200多公里的牡丹江
市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近日一场春
雪令人喜出望外。从哈尔滨乘高铁
向牡丹江方向出发，一个半小时后，
高铁钻出连绵起伏的长白山余脉张
广才岭，就到了横道河子东站。

来自广州的游客付女士和朋
友出了站台便来到一家旅拍工作
室，这是她们“旅游攻略”的第一
站。化上欧式田园风情的妆容，闺
蜜二人在横道河子火车站牌下拍
照留念。付女士说，这是她第一次
见到雪，乘坐高铁来的路上被沿途
雪景感动得又哭又笑，“真是一段
难忘的回忆。”

“橙子旅拍”负责人姚峰说，
2023年12月，他看准了黑龙江的冰
雪旅游市场，在横道河子镇开设了
第六家分店。“横道河子在摄影圈早
就是‘网红’，大家都喜欢这里独特
的异域风情。”

据横道河子东站工作人员介
绍，从去年 12月中下旬开始，该站
接送的旅客数量大增。元旦假期之
后，日均接送旅客数量都在千人左

右 ，最 高 峰 时 一 天 接 送 旅 客
4056人。

“吃烤肉还是得到齐齐哈尔，肉
烤出来都有一股奶香味。”来自重庆
的美食博主“一坨小草莓”坐飞机到
哈尔滨，然后再转高铁专程到齐齐
哈尔来了一场“烤肉之旅”。

齐齐哈尔不仅有“国际烤肉美食
之都”美誉，还是“丹顶鹤的家乡”。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面
积最大、数量最多的野生丹顶鹤繁殖
地，成群结队的丹顶鹤在空中飞翔，
欢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亚布力的滑雪场是中国大众滑
雪发源地。哈尔滨到亚布力距离不
到 200 公里，高铁的开通给亚布力
冰雪运动旅游插上“翅膀”，抵达只
需要一小时左右。截至2月 27日，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本雪季已接
待游客101.6万人次，比去年雪季接
待游客量增长400%。

2023年 11月印发的《黑龙江省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指出，由哈
大、哈牡、牡佳、哈佳共同构成以哈
尔滨市为中心的1至 2小时高铁交
通圈，极大改善了各地旅游的可进
入性和便捷性。

黑龙江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黑龙江正着力打造以哈尔滨为
中心辐射周边的冰雪旅游核心圈、草
原森林旅游核心圈、湿地生态休闲核
心圈等“一小时旅游圈”线路，带火

“周末游”“城际游”“高铁一日游”。

“尔滨”冰雪热潮延续
“一小时旅游圈”成形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
始”，北京时间 3 月 5 日 10 时
23 分将迎来惊蛰节气。此时
节，大地回春，蛰虫初醒，风
含情，水含笑，天气暖了。

（新华社发）

大

地

回

春

新华社杭州3月3日电（记者
黄筱）3 月 3日是全国爱耳日，不
少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临床专家
提示，冬春季由感冒引起中耳炎
的患儿就诊量增多，家长需警惕，
保护好孩子的耳健康。

很多家长不理解为什么感冒
会引起儿童中耳炎？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
任付勇解释，人的耳朵与鼻腔、口
腔是相通的，这个通道叫咽鼓
管。咽鼓管一端开口位于鼻腔后
方鼻咽部的侧面，另一端开口位
于中耳腔。

相比于成人，儿童的咽鼓管还
没有发育完全，相对更短、更宽、更
直，与咽部连接的角度更平坦。这
样一来，孩子上呼吸道感染后，很容
易发生逆行感染，咽部、鼻部炎症向
咽鼓管蔓延，鼻咽部的细菌或者病
毒就容易通过咽鼓管进入鼓室，感
染中耳。

专家表示，冬春季节气温多变，
忽冷忽热，多种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由于儿童的抵抗力弱，容易受到病
毒和细菌的侵袭，导致感冒发烧，引
发中耳炎。

付勇提醒，当孩子出现耳朵疼、

耳鸣、听力减退、发热、精神不振等
全身症状时，家长要提高注意，警惕
中耳炎的发生，及时就医，谨防部分
严重急性中耳炎导致的鼓膜穿孔。

除了感冒外，孩子有鼻炎、鼻窦
炎以及腺样体肥大，在不干净的水
中游泳，洗头洗澡时耳朵进水，婴儿
躺着吃奶导致乳汁进入中耳等等情
况也会导致中耳炎的发生。

不少耳鼻咽喉科门诊医生提
到，在门诊中碰到的中耳炎患儿的
家长，大多都特别焦虑。一方面，家
长怕孩子听力受损，影响日后生
活。另一方面，孩子由于耳朵疼痛，

哭闹不止，更加重了家长焦虑、紧张
的心态。

对此专家表示，中耳炎属于儿科
门诊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大多数
情况下，急性中耳炎都不算是急诊，
家长没必要过分紧张。

“大部分中耳炎及时就医，由医生
检查外耳道及鼓膜的情况，给予足量的
抗生素抗感染治疗，一般一周左右即可
痊愈。小部分较严重的急性化脓性中耳
炎引起的鼓膜小穿孔，穿孔大多能在感
染控制后一段时间内自行愈合，只有很
少一部分感染控制不佳的可能变成慢性
中耳炎，甚至影响患儿听力。”付勇说。

专家提示冬春季儿童感冒后需警惕中耳炎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
当前支付服务的堵点痛点有哪些？如何进一步提
升支付便利性？在3月1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六部门负责人回应了相关热
点问题。

弥合“数字鸿沟” 打通境内外支付

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发展迅速，银行卡、现
金等传统支付方式占比下降，一些消费场景和消
费群体遭遇支付堵点。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在吹风会上表
示，堵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老年人等群体依然偏好
现金支付，面临移动支付“数字鸿沟”问题；二是外
籍来华人员对国内支付环境不习惯、不适应。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指导支付机构推出一
系列便利措施。”据张青松介绍，在弥合“数字鸿
沟”方面，目前主要移动支付APP均已进行适老
化升级，通过简化流程、放大字体图像、专线人工
客服等方式，提升老年群体移动支付服务体验。

记者从吹风会上了解到，针对外籍来华人员
遭遇的移动支付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将从三个方
面推出针对性措施：指导支付宝、财付通优化业务
流程，提高境外银行卡绑卡效率；在切实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的同时，简化身份验证安排；指导主要支
付机构将外籍来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单笔交易
限额由1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年累计交易
限额由1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

近段时间，相关部门着力打通境内外支付，一
方面推动“外卡内绑”，境外银行卡可绑定支付宝
或微信在国内商户消费，另一方面支持“外包内
用”，越来越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国内使用。目
前，支付宝和财付通等已经引进了 13 个境外
钱包。

整治拒收现金 优化外卡受理环境

为强化现金服务基础保障作用，自 2018 年
起，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开展整治拒收现金工作，
建立整治拒收现金会商机制，去年中国人民银行
还开展了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司长陈洪宛表示，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深入推进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开展
暗访抽查，对公众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大的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持续实施
处罚并公示，将处罚信息纳入相关主体的信用记录。

据张青松介绍，一方面，要坚持“现金兜底”定位，增加小面额货币供应，
各商业银行要提供“零钱包”等服务，优化现金支付环境。另一方面，要尊重
外籍来华人员大额支付刷卡的习惯，在大型商圈、机场、火车站等场所加快
推动商户开通境外银行卡的受理，目前，上海、浙江的重点商户外卡受理覆
盖率已超过90%。

在外币现钞兑换方面，国家外汇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司长刘斌说，目前可
兑换币种已扩大到40余种，专营外币兑换机构及设施已增至2295个。下一
步，外汇局将引导在机场到达口优先布设外币兑换机构和设施，确保口岸、
涉外酒店等重要场景具备至少一种外币兑换渠道。

多方发挥合力 形成“1+N”政策保障体系

记者从吹风会上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已要求相关机构制定细化工作方
案，明确时间表，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并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形成“1+N”政策保障体
系，综合施策解决卡点堵点问题。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负责人赵阳说，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政
策，指导地方督促相关餐饮经营主体保留人工服务和传统支付方式，不得拒
收人民币现金；引导零售业等各类消费场所提供现金、银行卡、移动支付等
多样化的支付方式。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高博表示，交通运输部将加快普及网络售
票，推广应用电子客票，方便国内外人员持身份证、护照、外国人永居证等多
种证件线上购票。同时，继续保留人工售票窗口、人工检票方式，便利老年
人、外籍来华人员线下购票出行。此外，积极推动国内主要网约车平台企业
拓展支付渠道。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负责人石泽毅表示，文化和旅游部
将推动国家 4A级以上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建立受理移动支付、银
行卡、现金等所需的软硬件设施；指导支持与“食、住、行、游、购、娱”密切
关联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优化入境人员线上线下购买文化和旅游产品与
服务的支付体验。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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