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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国

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

赵成峰介绍，“十四五”以来，已累计安

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过 4700 亿元，支

持城市燃气、排水等地下管网改造和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专门设立城市更新专项，目前正

抓紧组织计划申报和项目评审等工

作，将于 6 月底前下达 2025 年城市更

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同时，

在“两重”建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

排中，将继续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

建设改造项目给予支持。

探 索 建 立 可 持 续 的 城 市 更 新 模

式。2024 年，为引导部分大中城市探

索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相关

部门启动中央财政支持部分城市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首批确定 15 个城市。

“一年多来，15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品质

显著提升，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创新迈

出坚实步伐。”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

郭方明介绍，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

和财政部再选拔第二批 20个城市。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与风险监测司

司长廖媛媛介绍，金融监管总局正制定

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

通过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清单管理，明确

金融机构贷款的条件和流程，引导金融

机构更好满足城市更新项目的合理融

资需求。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

金融机构对照城市更新行动的具体要

求，抓紧研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流

程、业务系统和绩效评价体系。

针对用地问题，张兵表示，过去不

到两年时间，自然资源部连续发布了 4
份规划政策指引，从优化核定容积率、

鼓励用地功能转换兼容、推动空间复

合利用等方面指导建立正负面清单制

度，为地方指明完善政策的方向，留下

探索空间。

出政策、推试点、抓项目，住房城乡建设部会

同相关部门拿出实招硬招，让大家看到了推进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决心。

每个城市的地域环境、发展阶段等各不相同，

城市更新改什么、怎么改，需要在科学化、精细化

上下功夫，显力度也要见精度。

见精度，要摸清家底、找准问题。这需要通过

城市体检了解城市的“健康”状况，精准找到建设

发展中的问题，为城市更新找准方向和重点。见

精度，要尊重规律、分类施策。尊重和顺应城市发

展规律、聚焦百姓急难愁盼问题，进而探索适合自

身的可持续更新路径。

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施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城市业态、功能、品质将不断提升，我们的城市生

活将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我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明确8项主要任务——

未来5年，城市将有这些新变化
□ 人民日报记者 丁怡婷

制图：张芳曼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 2030年，城市

更新行动实施取得重要进展。5月 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

绍，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就是要推进城

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赓续、品

质提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提出 8 项主要任务，

包 括 加 强 既 有 建 筑 改 造 利 用 ，推 进

城 镇 老 旧 小 区 整 治 改 造 ，开 展 完 整

社 区 建 设 ，推 进 老 旧 街 区 、老 旧 厂

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

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修

复 城 市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传 承 城 市 历

史文化等。

秦海翔说，《意见》部署推进好房

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

设，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其中，好房子

建设主要是大力建设安全、舒适、绿

色、智慧的好房子，同时加强既有建筑

改造利用，努力把老房子、旧房子也改

造成好房子。稳妥推进危险住房改

造，加强老旧厂房、低效楼宇、传统商

业设施等存量房屋的改造利用，推动

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

城市不仅更加宜居，还将更具韧

性、更为智慧。“十四五”以来，我国系

统 化 实 施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更 新 改 造 。

目前已累计建设改造各类市政管网

50 万公里，消除城市易涝积水点 4800
个，同时有超 5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开展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

建设，配套加装物联智能感知设备。

秦海翔介绍，下一步将继续抓好“里

子”工程，推进城市燃气、供水、污水、

排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升级改造，因

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持续提

升城市安全韧性，加快推进城市生命

线安全工程建设，对城市市政设施进

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切

实消除安全隐患。

有何变化？

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

城市更新主体多元、诉求多样，

《意见》提出，创新完善以需求为导向、

以项目为牵引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相关部门将采取哪些改革措施？

——抓体检，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

更新一体化的推进机制。秦海翔说，做

好体检工作，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查

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

要坚持目标导向，查找影响城市竞争力、

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目前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全面开展城市体

检工作，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拓展

城市体检的广度和深度，建立体检发现

问题、更新解决问题、评估实施效果、推

动巩固提升的闭环工作机制。

——抓规划，建立专项规划、片区

策 划 、项 目 实 施 方 案 的 规 划 实 施 体

系。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自然资源部通过建立自然资源管理和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存量资

源资产调查，摸清数量、权属和利用情

况，并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针

对性开展城市内部自然和人文历史方

面的空间要素调查，形成统一的底图

底数。在“一张图”上推动完善调查、

登记、权益、规划、用途管制、执法督查

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畅通部门间数据

共享，真正实现把资产管起来、让资源

用起来、让城市活起来。“我们支持各

地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健全‘定期

体检、五年一评估’制度，持续对自然、

人文历史等各类资源资产开发保护状

况进行动态监测预警。”张兵说。

——抓落实，建立城市更新政策

协同机制。《意见》在用地、财税、金融

等方面明确了一系列支持政策。秦海

翔表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建立政策协同机制，健全多元化

投融资方式，引导经营主体参与，建立

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共参与的城

市更新可持续模式。

怎么推进？

创新完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如何支持？

强化资金、用地等保障

记者手记

显力度，也要见精度

5月 21日将迎来小满节气。小满时节天气渐

热，湿度增大，如何科学应对季节变化带来的健康

问题？针对呼吸道感染有哪些防控建议？20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以“时令节气与健康”为主题举行

新闻发布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应重视疫苗接种

“近期部分国家和地区新冠疫情呈小幅上升

趋势，但疾病的临床严重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安志杰建议，预防呼吸道传

染病，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勤

洗手，多通风。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或

手肘遮住口鼻。注意手卫生，避免用不洁净的手

触摸眼、鼻、口。同时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充

足休息，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增强身体免疫力。

在疫苗接种方面，安志杰表示，低龄儿童、老

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免疫力较弱人群，建议接种预

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疫苗。他特别提示，百日

咳是由百日咳鲍特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各年龄均可发病，

没有接种疫苗的婴幼儿发病风险最高。适龄儿童

要及时、全程接种百白破疫苗。

针对结核病防治，安志杰介绍，结核病是由结核分

枝杆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疾病，可分为肺结核和肺

外结核，其中肺结核占90%以上，主要通过空气传播，

人群普遍易感。要尽早发现结核病患者，患者确诊

后要严格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针对新发现的肺结

核患者的密切接触人群，开展结核病排查；适龄儿童

应尽早接种卡介苗，同时通过均衡饮食、加强营养、适

量运动、充足睡眠等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自身免疫力。

节气养生，可护阳气、调睡眠

小满时节，民间素有“不吃生冷”的说法。对

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袁盈说，此

时人体阳气属于升散状态，进食较多寒凉食物易损

伤脾阳，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调，出现腹痛、腹泻、

食欲不振等症状，特别是老人、儿童和体质虚弱者

更应注意。针对平时容易上火的人群，可以适当食

用养阴润燥食材，像冬瓜、西瓜、荸荠、藕、绿豆、菊

花、银耳汤等，兼具清热利湿或清热生津作用。

专家特别提示，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要注意

保护脾胃阳气，多进食薏苡仁、莲子、山药、白扁

豆、茯苓等健脾益气祛湿的食物；进食海鲜等寒凉

食物时，可以加一些姜末、蒜末、胡椒粉等以节制

寒性，保护脾胃阳气。平时也可以喝苏叶、陈皮

水，起到健脾温中化痰的作用。

睡眠问题也是小满时节的常见困扰。“中医认

为，平息亢奋的阳气和滋补耗损的阴津是改善睡

眠质量的重要因素。”袁盈建议，保持规律作息，每

天尽量保持在同一时间就寝与起床，不要熬夜；睡

眠环境尽量安静、遮光等；尽量放松身心，避免睡

前过饱或者过饥。

科学减重，做到吃动平衡

吃动平衡是健康体重的核心。北京协和医院主

任医师于康强调，将体质指数BMI、体脂率和腰围保

持在合理水平，是维护健康、降低慢病风险的基础。

于康建议公众每日规律进食，定时定量；养成

每餐吃七分饱的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和情绪化进

食；保证粗粮、全谷物比例；细嚼慢咽，避免进食过

快；吃动平衡，如某一餐进食偏多，可增加运动或

下一餐减少进食量，来维持能量平衡。此外，对于

夏季水果、冷饮等含糖食物摄入增多的情况，他建

议每天的新鲜水果摄入量保持在 200 到 350 克之

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对于“不吃晚饭减肥”“偶尔放纵进餐”等说

法，于康表示，长期空腹易引发报复性进食，甚至

出现低血糖反应；“放纵餐”可能导致本来顺畅的

减重过程中断，甚至前功尽弃。

在儿童青少年体重管理方面，北京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吴迪认为，如果刻意少吃，蛋白质等各种

营养素摄入不足，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建议摄

入如鱼虾等适量优质蛋白质，大量新鲜蔬菜，适量

瓜果、坚果、奶制品等。3 到 5 岁学龄前儿童可以

进行大量的户外体育活动，6 到 17 岁儿童青少年

每天至少有 60分钟中等强度或高强度体育活动，

幼儿园、学校和家庭要进行引导和安排。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小满时节如何养生防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回应关切

近日，游客在河北省正定县荣国府景区观看《一梦入红楼》实景演

出。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加强夜经济载体建设，通过举办摇滚音乐演

出季、啤酒节、美食节等系列主题活动，推动商旅文体新模式、新场景落

地；同时，引导鼓励各商业企业，加大夜间促消费力度，助力区域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重点培育正定古城、湾里庙商圈多业态融合服务消费典型

场景，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互动式感受美好夜生活，促进消费升

级，激发城市活力。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入夏，气温上升，蚊虫进入活

跃 期 ，给 人 们 的 生 活 带 来 不 少 麻

烦。被蚊虫叮咬，轻则皮肤发痒、

红肿、起疙瘩，重则可能导致皮肤

溃烂、发热、淋巴结肿大，患上传染

病甚至死亡。

蜱虫、隐翅虫、蚊子都是夏季

常见蚊虫，如何防范它们的叮咬，

若被叮咬又该如何处理？记者采

访了医疗专家。

蜱虫叮咬后，别硬拉硬拽

每到夏季，户外运动者或经常

从事园林绿化工作的人总会特别

注意防范蜱虫。

蜱虫，在一些地方又叫“狗豆

子”“草爬子”，主要呈圆形或卵圆

形，背腹扁平，只有 2 至 10 毫米长，

一般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它们腿

短、不会飞，因此活动范围不大。

目 前 ，全 球 已 发 现 的 蜱 虫 有

800 余种，我国有记录的蜱虫就有

100多种，它们喜欢生活在林木、草

地、灌木丛等地方。

蜱虫一旦咬人就会释放麻醉

物质和毒素，引发局部瘙痒、红肿、

溃烂和发热等症状，严重时可能让

人淋巴结肿大、面瘫、四肢麻木，甚

至死亡。

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

高英在坐诊过程中就发现有患者

被蜱虫叮咬。“好在患者没有硬拉

硬拽它，而是到医院寻求帮助。”高

英回忆。

为什么被蜱虫叮咬后不要硬

拉或硬拽？高英介绍，因为蜱虫的

头和口器较小，被咬后如果硬拉或

硬拽，容易将蜱虫的口器和头部残

留体内，引发感染。

“如果被蜱虫咬了，可以用尖

头镊子夹住蜱虫头部垂直向上拔

出，但是这些操作要求比较精细，

最 好 去 附 近 的 医 院 寻 求 医 生 帮

助。”高英建议。

如何防止被蜱虫叮咬？高英

提醒，在野外活动时，要尽量避免在草地、灌木丛、树林等环境穿

行或长时间坐卧，多选择一些开阔或者干燥的路线。尽量穿长

袖长裤，要把裤腿塞进袜子或鞋子里，防止蜱虫钻入。在皮肤裸

露的地方或衣物上，要喷涂能驱除蜱虫的药物。

高英介绍，一般情况下蜱虫不会主动咬人，除非遇到威胁。

户外活动结束后，需要重点查看腋下、耳后、头发等隐蔽且蜱虫

爱叮咬的部位，检查是否有被蜱虫叮咬的痕迹，比如出现了新的

“黑痣”。

“蜱虫还喜欢隐藏在猫、狗等宠物身上，如果带宠物去户外，

回家后要及时给宠物洗澡，定期使用驱虫药物。”高英说。

遇到隐翅虫，挥走或吹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朱

今巾曾接诊一位患者，该患者被虫子叮咬后，将它拍死在皮肤

上，导致了皮肤溃烂。

“这是隐翅虫引发的隐翅虫皮炎，在夏季特别高发。”朱今巾

介绍，隐翅虫的毒液酸性很强，pH值为 1至 2，也被称为“飞行的

硫酸”。如果没有被拍死，对人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被拍死，毒

液就会流出来，损伤皮肤。

隐翅虫，又叫“影子虫”“青腰虫”，外形像蚂蚁，黑黄相间，因

翅膀难以被看见，得名“隐翅虫”。隐翅虫主要生活在田地、草

丛、树林中，有趋光性。

朱今巾介绍，一般情况下隐翅虫不会直接叮咬皮肤，“如果

它落在身上，或者飞进家中，千万不要拍，只需用纸巾等挥走或

直接用嘴吹走。”

如果不小心在皮肤上拍死或捻死隐翅虫，该怎么办？

朱今巾说，要根据皮肤受损的程度判断。如果影响比较轻

微，可以先用肥皂水或小苏打溶液冲洗伤口，在伤口处涂抹糠酸

莫米松乳膏等皮肤外用药；如果伤口红肿、渗液明显，可以用小

苏打溶液或生理盐水湿润皮肤，再涂抹皮肤外用药；如果伤口比

较严重，出现脓疱、破溃等症状，可以在皮肤外用药的基础上再

使用一些抗生素药膏；如果伤口瘙痒较为严重，还可以服用一些

抗组胺药物；如果伤口十分严重、面积大，影响正常生活，甚至伴

有发热症状，需要尽快去医院处理。

朱今巾提醒，感染隐翅虫皮炎的患者也不用过度担心，如果

治疗得及时，一周左右就可以痊愈。

如何避免被隐翅虫伤害？朱今巾建议，在家中要注意关纱

窗，睡觉要关灯；在户外穿好长袖长裤，夜间避免长时间点亮手

机，以防吸引隐翅虫。

体温高爱出汗，蚊子的最爱

被蚊子叮咬后，大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能够自愈。高英表

示，有些人被蚊子叮咬后局部反应较重，出现红肿、水疱等症状

的，可外涂炉甘石洗剂或口服抗过敏药。

如水疱破溃须注意防止继发感染，可外涂碘伏、莫匹罗星软

膏。如被蚊子叮咬后出现发烧、感冒、腹泻等症状，可能是被蚊

子携带的病毒感染，应及时到医院就医。

即使处在同一个环境里，有的人很容易被蚊子叮咬，有的人

却很少被蚊子叮咬，这究竟是为什么？

高英介绍，蚊子主要靠温度、气味和二氧化碳的浓度等来找

人，那些体温较高、爱出汗、新陈代谢较快、呼出二氧化碳较多的

人，容易被蚊子发现。

“儿童、青少年、孕妇以及运动之后的大部分人，经常被蚊子

叮咬。相较而言，老年人、汗液分泌少的人不容易被蚊子叮咬。”

高英说。

人们常说“蚊子叮人看血型”，这是否正确？

高英解释，蚊子并没有特定偏好的血型，这一说法可能源于

人们的观察和推测，不少人信以为真，但并没有科学依据。

高英介绍，蚊子往往喜欢叮咬穿深色衣物的人。“蚊子喜欢

较暗的环境，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的衣物，相对而言更招蚊

子。”高英说。

如何减少蚊子叮咬？

高英建议，一方面要保持生活环境卫生，既要经常清理居住环

境的杂物堆、垃圾桶、水槽水桶等，也要注重个人卫生，经常洗澡。

另一方面要提前防蚊和除蚊，去户外活动时穿浅色衣物，提

前涂抹或喷洒一些驱蚊药，如花露水、防蚊液，随手关好家中的

纱窗、纱门等。

高英特别提醒，如果晚上使用蚊香、电蚊香片或者电蚊液等

杀虫剂，房间需保持通风，长期在密闭环境中吸入蚊香，可能导

致身体不适甚至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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