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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艾滋病整体疫情处于低
流行水平，艾滋病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
实现基本阻断，抗病毒治疗覆盖比例达
90%以上……自 1985 年报告第一例艾
滋病病例以来，我国艾滋病防控政策日
益完善，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12 月 1 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专家
表示，艾滋病防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既要有早筛早治的科学路径，也离
不开用爱心给患者们带去希望。

我国艾滋病感染率、死亡率
处全球较低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底 ，我 国 报 告 存 活 艾 滋 病 感 染 者
122.3 万例，累计报告死亡病例 41.8 万
例，感染率和死亡率均处全球较低水
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
局局长王贺胜表示，深入推进重大传染
病防控，是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
全、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
障。经过多年的持续攻坚，我国艾滋病
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体系不断健全，防治
能力持续增强，各项关键指标稳步提
升。

2004 年起，我国实施“四免一关怀”
政策措施，延续至今；2006 年，国务院发
布《艾滋病防治条例》；自 2000 年起，国

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了 4个遏制艾滋病
传播的五年行动计划；2019 年，10 部门
联合制定《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

（2019—2022 年）》；2023 年 2 月，国务院
防艾委印发关于开展艾滋病防治质量
年活动的通知……近年来，我国政府及
卫生疾控部门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艾
滋病防治工作。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当前，全国艾滋病救治及药
品供应体系已覆盖 2517 个县（区、市）；
筛查实验室和检测点发展到 5 万余家；
抗病毒治疗覆盖比例超 90%，治疗成功
比例超 95%；先后实施 5 轮全国艾滋病
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一个个数字
背后，折射出我国艾滋病防控体系的历
史性变化。

艾防事业面临新挑战和新问题

“以低毒、等效、价廉为特征，我国
抗病毒药物已基本满足了本国艾滋病
治疗需求，大幅降低死亡率，有效减轻
政府经济负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
科主任、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
说，然而当前我国面临艾滋病患者老龄
化、耐药与合并症增多等明显趋势，为
艾滋病治疗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李太生认为，我国艾滋病诊疗的重
心开始由传染病专科医院向综合医院

转移，建议畅通艾滋病患者获得医疗救
助的通道，加强医防协同，通过多学科
合作攻克艾滋病临床研究难点。

随着药物科学不断发展，艾滋病阻
断药物近年来进入人们的视野。医学
专家指出，阻断药不是“万能后悔药”，
并不能百分百阻断成功，使用后及时检
测随访很重要。

“阻断药是指在出现高危行为或暴
露后，用来阻断人体中病毒进行合成的
药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主任医师侯凤琴介绍，正确地服用药
物，能够在 72 小时中成功阻断，应在医
生指导下、在规定时间中服用，服用后
及时检测随访。

艾滋病患者依然期待充分就
医和社会包容

“ 仍 有 部 分 感 染 者 处 于‘ 冰 山 之
下’。”李太生表示，他们中有许多由于
顾忌社会目光和自身心理压力，主动筛
查意愿较低。不自知、不干预的感染者
更容易导致病毒的传播。创造筛查更
方便、就医更充分、对感染者更为友好
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遏制传播势头。

我国相关法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
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婚姻、就业、就

医、入学等合法权益。
“社会力量就像是一棵大树，如果

每个人都伸出一点枝叶，就可以为别人
多遮挡一点风雨。”复旦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熊浩呼吁，每一个人都以平和、科
学、包容的心态对待感染者群体，共抗
艾滋。

“我从 1996 年就开始照顾艾滋病病
人，接触过超 5000 名患者。”北京性病艾
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前北京佑安医院
爱心家园护士长福燕告诉记者，20 多年
前，全球范围内也尚无成熟抗病毒药
物。

如今，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不仅
免费提供治疗药品，还对生活困难并符
合条件的感染者及其家属给予生活救
助。中国艾防事业的历史变迁，折射出
健康中国建设“人人享有”，折射出文明
社会对感染者的关怀救助。

福燕说，她近期还同 1998 年护理过
的患者见了面，他们目前生活得很好。

“大家从困难时一起走过，对这 20 多年
的变化，我们真的都好高兴。”她说。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林苗苗 申安妮

聚焦 2023世界艾滋病日

用爱注入希望 防“艾”仍在路上 浙江三门，最是橙黄橘绿时。山
坡上、大棚里，硕果挂满枝头；共富工
坊里，工人们忙着分拣装箱；电商直
播间内，主播们不停推销不同品种的
柑橘和加工产品……第六届鲜甜三
门·柑橘节正如火如荼举行，一派收
获的繁忙景象。

柑橘是三门县农业主导产业之
一 。 靠 山 依 海 、光 照 充 足 、雨 量 充
沛的地理气候，为三门柑橘提供了
良 好 的 生 长 条 件 。“ 三 门 是 浙 江 省
柑 橘 主 产 区 之 一 ，全 县 种 植 面 积 8
万亩，产量 8 万吨，产值超 3 亿元。”
三 门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党 委 委 员 俞 明
全说。

俞 明 全 介 绍 ，全 县 目 前 有 近 3
万名柑橘产业从业者，一些人依托
浙江大学、浙江省柑橘研究所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帮扶指导，成为柑
橘种植的乡土专家，由他们给更多
种 植 户 培 训 ，发 挥 传 帮 带 作 用 ，助
农增收。

三门县浦坝港镇金家峙村党支
部书记罗炳撑就是柑橘种植的乡土
专家之一。在他的带动下，全村 80
多户村民种植了 300 多亩“红美人”，
年产值超 2000 万元。

“今年是柑橘的丰收年，产量比
去年多了三分之二。”三门县花桥镇
山湾桔共富工坊内，正和姐妹们一起
分拣柑橘的花桥村村民潘夏花说。
她家里种了约 400 棵柑橘树，前几天
将早熟的柑橘全部卖出赚了 4 万元，
现在在共富工坊里分拣柑橘增加收
入，每天能挣 150元。

一旁，不同大小、糖度的柑橘通
过 自 动 化 智 能 分 拣 机 进 入 不 同 果
筐。共富工坊负责人林进友望着今
年新购置的设备，算了一笔效率账：

“ 以 前 一 个 人 纯 人 工 分 拣 50 筐 共
2000 多斤柑橘，需要 8 个多小时。现
在有了数字化技术助力，这些柑橘 1
小时就能分拣完，品质检测也更加精
确，便于分级处理、分批销售，提高山
湾桔品牌影响力。”

据介绍，在三门县，许多共富工
坊依托“合作社+专家+橘农”模式，
整合农业龙头企业、种植大户、高校
专家等力量，组建党员帮扶团队，从
种植技术、销售品控等方面为橘农纾
难解困。同时通过创新加工产品、建
立小型柑橘博物馆、开发柑橘文创产
品等方式，促进柑橘产业品牌化发
展。例如，健跳镇三十柚三共富工坊
将柑橘与柚子结合，于 11 月中旬研
发出一款桔柚汁，目前已入驻台州多
个区县近千家门店，一周时间线下销
售额超 40万元。

沿 浦 坝 港 大 桥 向 南 跨 海 而 过 ，
来 到 浙 江 百 鲜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运 营 的 三 门 县 浦 坝 港 镇 鲜 甜 共 富
工 坊 。 三 门 县 浦 坝 港 镇 鹤 井 村 村
民 陈 善 宝 正 将 一 箱 箱 柑 橘 搬 运 到
集装箱车上。一车装满后，货物将
运往上海。

共 富 工 坊 负 责 人 林 鹏 今 年 36
岁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本 地 人 ，原 先 在
浙 南 、福 建 、广 东 等 沿 海 一 带 工
作。如今，他选择返乡创业。“小时
候 看 爷 爷 、父 亲 种 柑 橘 ，长 大 了 就
想 能 做 点 什 么 把 家 乡 的 土 特 产 发
展 起 来 ，让 柑 橘 成 为 百 姓 的‘ 致 富
果’。”林鹏说。

搭建柑橘大棚，开发柑橘采摘、
观光、住宿、餐饮等为一体的农旅项
目，建立数字化分拣中心，打造本地
柑橘品牌……在林鹏的努力下，去年
公司带动 100 多名当地村民就业，帮
助当地百姓平均每户增收 1 万元，并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60万元。

近 年 来 ，三 门 大 力 发 展 柑 橘 产
业，不断提升种植技术和规模，加强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柑橘实用培训工作，加快良种工程和
机械化设施化建园提升改造工程建
设，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和综合保障能
力，打造三门柑橘特色品牌，助推三
门柑橘产业更好发展。”俞明全说。

新华社记者 张晓洁 袁野

小雪节气已过，在地处秦巴山区
的陕西省旬阳市段家河镇，冬日晨雾
如同一层薄纱，轻轻罩在碧波粼粼的
汉江江面上，两岸山坡上的果树依然
葱郁。

长期以来，段家河镇着眼于保护
汉江生态，根据地形及气候条件、种
植传统等因素，在各村坚持打造樱
桃、拐枣、香橼、狮头柑、蟠桃“五棵
树”特色林果产业，富农成效显著。
眼下，汉江两岸山坡上最引人注目的
果树便是狮头柑，树上的果实金灿
灿，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眼。

段家河镇李家庄村村民李广家
门前，几棵狮头柑树硕果盈枝。只要
有客人来，李广就会拿出一柄加长的
剪刀，从树上取下果子招待大家。狮
头柑入口清甜，回味微苦，别具风味，
是旬阳市的特色农产品，已获得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不只是房前屋后的这几棵树，
我 和 老 伴 总 共 种 了 8 亩 多 狮 头 柑 。
果子从现在成熟上市，一直可以卖到
年底。销售运输也不发愁，线上线下
方式都有，邮政公司还能上门收果，
提供鲜果寄递服务。按照今年市场
七八元一斤的价格，8 亩多收入约 10
万元。”李广说。

旬阳市段家河镇党委书记徐先
宏告诉记者，李家庄村种狮头柑的农
户 有 70 多 户 ，种 植 总 面 积 1200 亩 。
由于每亩产值一般可达 1 万元至 2 万

元，狮头柑被村民看作是“摇钱树”。
“镇上‘五棵树’特色林果产业，

目前已发展至 2.8 万亩。5 种果树每
亩年均收入几乎都在万元以上，这也
使 得 段 家 河 镇 的 农 民 普 遍 富 裕 起
来。”徐先宏说。

今年夏天，段家河镇北庵村村民
曹臣国种植的 18 亩香橼喜获丰收。
他通过培育销售树苗、出售加工香橼
后形成的中药材枳壳等方式，当年收
入 20 多万元。他还投资 30 多万元，
配备出一间烘干房，方便附近村民烘
干香橼，并额外增加收入。

依靠“五棵树”，段家河镇还逐步
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四季有
花、四季有果”，为发展旅游产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

每年春季，段家河镇薛家湾社区
3000 多亩樱桃树次第开花，白色花朵
从汉江岸边一路怒放至山顶，引来游
人不断。盼着明年的生意，薛家湾社
区的一位家庭农场主陈广锋，手脚不
停地打理着自家院子，调试着新扩容
的酿酒设备。

“趁着这个冬天把樱桃园子、家
里院子收拾好，明年春天花一开，就
等着游客来赏樱桃花，吃农家乐，喝
樱桃酒了。”陈广锋说。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浙江三门浙江三门：：柑橘林结出柑橘林结出““致富果致富果””

陕西旬阳陕西旬阳：“：“五棵树五棵树””长成长成““富裕林富裕林””
11 月 29 日，工人

在 温 室 里 摆 放 蝴 蝶
兰。

近 年 来 ，天 津 市
西青区张家窝镇积极
打 造 现 代 都 市 型 农
业，培育出以种植蝴
蝶兰为代表的特色花
卉产业。目前，张家
窝镇蝴蝶兰生产基地
30 万 株 花 苗 长 势 良
好，将集中供应元旦
和春节市场。

新 华 社 记 者
李然摄

近期，记者跟随贵州省盘州市两河
街道岩脚居委会干部，回访曾因误会而
引发矛盾的村民，两家人对网格员及时
调解、帮助排忧解难的工作给予好评。

“邻里之间难免有些摩擦，但有村里的
网格员及时帮助调解，村子也更和谐
了。”张大爷高兴地说。

坐在张大爷家院子里，居委会的干
部和他们一家人拉起家常。事情的起
因要从今年 4月中旬的一场大雨说起。

家住岩脚居委会的毛大爷家遭遇污
水倒灌。当时，着急的一家人找不出原
因，眼见污水不断从邻居张大爷家方向
涌过来，便认定问题出在那里，两家人随

即产生嫌隙，甚至还险些引发斗殴。
担任村级网格员的吉丽丽得知情

况后立即到现场调解得知：毛大爷家所
在的村民小组排污管道年久失修，靠近
他家墙角的一截管道存在破损，遭遇大
雨便引发污水倒灌。后经村干部沟通
协商，不仅解开了邻里之间的“心结”，
而且他们还召开群众会，争取了 2600 多
元村集体资金更换破损的排污管道，从
源头解决了村民矛盾。

岩脚居委会共有 17 个村民小组，被
划分为 12 个网格。走村串户时，记者了
解到，“网格”管理中的村组明确了责任
人，从新旧照片对比中能看到村里的环

境卫生、党建文化等都有了明显变化。
两河街道政法委员李清介绍，这些

变化得益于这几年全市把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延伸到村居社区、网格，并
把信访矛盾调解建在网格之内。

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贵州
省积极推行“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的
基层网格化治理模式。

“以‘网格’为管理基础，基层矛盾
能早发现、早研判、早解决。”李清说。

目前，盘州市 530 个村居 4000 余名
网格员全部明确信访职责清单，对村居
矛盾进行摸排调处。

今 年 6 月 ，面 对 一 起 矿 群 矛 盾 诉

求 ，红 果街道办事处主任屠景山和同
事们依托信访联席会议机制及时将国
土、应急、民政等多部门召集起来化解
了矛盾。

记 者 在 红 果 街 道 办 一 楼 看 到 ，里
面 设 置 了 信 访 接 待 、人 民 调 解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等 服 务 窗 口 和 矛 盾 调 解 等
功能室。

今年以来，盘州市市级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组织调处突出信访事项 31
次，乡镇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排查研判
突出矛盾纠纷957件次、化解877件次。

盘州市信访局局长邓永会说，全市
通过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完善网
格化管理，能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着力引领群众变“信访”为“信任”。

新华社记者 骆飞

贵州盘州：矛盾化解在“网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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