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预防龋齿、牙列不齐

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一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崔彩霞提醒广大家长：婴幼儿及学

龄前儿童应每半年接受一次口腔健康检

查，发现龋齿及早治疗。

预 防 龋 齿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是 窝 沟 封

闭。由于孩子自律性不强，通常不能很好

地掌握刷牙方法，家长要多引导帮助其养

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好习惯。

市口腔医院口腔正畸一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罗哲提醒：儿童牙列不齐一定要把

握好矫治时机。如患者仅有牙列不齐，无

颌骨发育异常，理想的矫治时间应为 12
岁~14 岁；如患者既有牙列不齐又伴有颌

骨发育异常，如“地包天”、脸部偏斜等，应

早发现、早治疗，一般儿童 3 岁半后能配

合即可接受治疗。早期纠正儿童口腔不

良习惯 ,如吮咬习惯、异常吞咽及吐舌习

惯、偏侧咀嚼习惯、口呼吸习惯、小儿打鼾

等。家长应定期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进行

专科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免错过

合适时间。

育龄女性：不要带着口腔疾病怀孕

孕期身体的激素水平改变，导致孕妈

妈很容易患牙龈炎，而这一期间用药和治

疗比较受限制，不适当用药会增加宝宝畸

形的风险，而牙痛又会进一步增加早产和

流产的风险，所以孕期口腔治疗难度特别

大。

市口腔医院牙周病科主任、主治医师

高琰提醒广大女性：计划怀孕前应主动接

受口腔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内

的疾病或隐患，避免在怀孕期间因为发生

口腔急症而带来治疗不便和风险。

成年人：预防龋齿和牙周病

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一科主任、主

治医师周继章提醒：成年人主要检查是否

有龋齿和牙周病。

龋齿俗称“蛀牙”，早期一般没有疼痛

不适的感觉，只有在医生检查时才可发现

牙面上有黑点或白斑，进一步发展就可形

成龋洞，遇酸、甜、冷、热等刺激时 ,会感到

疼痛不适。严重时，由冷、热刺激引起的

疼痛会十分明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

会导致牙体破坏变成残根、残冠，甚至牙

齿丧失，造成严重的咀嚼困难，影响身体

健康。

牙周病是发生在牙齿周围支持组织

（牙骨质、牙槽骨、牙龈、牙周膜）的各种疾

病。特征是刷牙可能容易流血、牙龈肿胀

或伴随口臭等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治

疗，会出现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牙周袋

形成、牙齿松动与移位，有时还会引起牙

周溢脓、口腔异味，最后导致牙齿脱落或

拔除，此时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转和永久

的。它还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等其他

健康问题相关。

龋齿和牙周病可防可治，定期检查、

及早防治是关键。建议成年人每年进行一至

两次口腔健康检查，最好每年进行一次洁牙

（洗牙），能及时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

老年人：牙齿缺失应及时修复

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口腔修复专家祝

红伟提醒：对老年人而言，牙缺失是主要

的口腔问题。牙齿具有咀嚼食物、辅助发

音和维持面容形态的功能，牙齿缺失易发

生咀嚼困难、对颌牙伸长、邻牙倾斜等。

前牙缺失还会导致发音不准、面部形态发

生变化，全口牙丧失后，咀嚼十分困难，面

容明显苍老。

因此，不论失牙多少，都应及时进行义

齿修复。修复一般在拔牙 2个~3个月后进

行。修复前应治疗余留牙的疾病，必要时

对牙槽骨和软组织进行修整，以保证修复

质量。缺失牙的修复目前主要有活动修复

（包括局部义齿和全口假牙）、固定修复和

种植义齿修复。具体选择何种修复方法应

依据患者的口腔条件和主观要求而定。

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口腔健康应

贯穿全生命周期。每个人都是自己口腔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行动起来，共

同关注口腔健康，维护全身健康，让灿烂

笑容伴随我们一生！②6 （高艳红）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口腔健康应贯穿全生命周期。今年 3月 20日是
第17个世界口腔健康日，让我们共同关注—

健 康 口 腔 健 康 体 魄

新华社香港 3月 19 日电 香港特

区立法会 19 日三读全票通过《维护国

家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标志

着香港特区落实了基本法第 23条规定

的宪制责任，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取得重大进展。

当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举行全体会

议进行三读表决。投票结果显示后，议

事厅内所有议员一起喝彩。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

今 天 成 功 完 成 香 港 基 本 法 第 23 条 立

法，大家都热烈期待也充满信心，香港

的发展一定会更蓬勃、更灿烂。

条 例 正 文 由 9 部 分 组 成 ，分 别 是

“导言”“叛国等”“叛乱、煽惑叛变及离

叛，以及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等”“与国

家秘密及间谍活动相关的罪行”“危害

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等”“危害国家安

全的境外干预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

动的组织”“与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执

法权力及诉讼程序等”“维护国家安全

机制及相关保障”及“相关修订”。

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香港特

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

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

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

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

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

或团体建立联系。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全面落实香

港基本法、全国人大“5·28”决定及香港

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和义务，补齐

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

漏洞和短板。

这是香港主流民意的集中体现，是

爱国爱港新气象的充分彰显。特区政府

此前进行公众咨询时，共收到 13489份

意见，其中 98.6%表示支持。

表决通过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在立法会表示，《维护国家安全

条例》三读通过，我们将有效维护国家

安全，让香港可以无后顾之忧，轻装上

阵，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

同创造更繁盛、更美好的家园。

“历史见证今日这个重要时刻，见证我

们的喜悦、鼓舞和骄傲，见证我们共同谱写

香港特区的光荣历史篇章。”他说。②6

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期，

是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购买

使用的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市

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七部门将

围绕“忽悠团”进村兜售化肥、网

络越区违规售种等突出问题，启

动专项整治行动，为春耕生产和

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这 是 记 者 从 19 日 召 开 的

2024 年 春 耕 备 耕 农 资 打 假 工

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

在会上说，要采取切实措施，确

保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

心药。以严的态度、快的动作、

实的作风，解决农资生产、流通

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

针对“忽悠团”进村兜售化

肥、网络越区违规售种问题，马

有祥表示，七部门将联合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引导基层干部

群众提高警觉，主动发现、及时

报告“忽悠团”行踪，并设立专

项举报电话，让“忽悠团”无处

藏身。对网络越区违规售种，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部门将加强协同治理，压实平

台责任，督促平台开展自查整

顿，严防品种虚假宣传和越区

推广销售。

有关部门将发挥好部际协

调机制的作用，及时开展形势

分析、信息通报、会商研判、联

合督办；推进农资打假宣传下

乡进村，向农民讲清楚假劣农资

危害，讲明白优质农资选购要

点；曝光一批性质严重、影响恶

劣的案件，对不法分子形成有效

震慑，切实净化农资市场，维护

农民权益，为抓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提供支撑。②6

七部门将启动农资打假专项整治

让“忽悠团”无处藏身

口腔是身体的门户，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口

腔有疾病，早期看似无大

碍 ，其 实 与 健 康 关 系 重

大。市口腔医院院长、我

省著名口腔专家刘中寅

说，口腔中的感染和炎症

因子可导致或加剧心脑

血 管 病 、糖 尿 病 等 慢 性

病，危害全身健康，影响

生命质量。龋病和牙周

病会破坏牙齿硬组织和

牙 齿 周 围 支 持 组 织 ，除

影响咀嚼、言语、美观等

功 能 外 ，还 会 造 成 社 会

交 往 困 难 和 心 理 障 碍 。

孕妇的口腔感染是早产

和婴儿低出生体重的危

险因素。

那么，不同年龄段人

群应重点关注哪些口腔

问题？在世界口腔健康

日 到 来 之 际 ，我 们 连 线

市口腔医院两相路院区

专 家 ，和 大 家 聊 聊 口 腔

健 康 问 题 ，希 望 大 家 都

能重视口腔健康，拥有健

康体魄。

新华社北京 3月 19 日电 国务院

总 理 李 强 日 前 签 署 国 务 院 令 ， 公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 条 例》（以 下 简 称 《条 例》）， 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 共 7
章 53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细化和补充经营者义务相关

规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

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产品处

理、禁止虚假宣传、明码标价、使用

格式条款、履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

者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等 义 务 作 了 细 化 规

定。补充了经营者关于老年人、未成

年人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义务规定。

二是完善网络消费相关规定。规

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

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

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

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

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

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

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三 是 强 化 预 付 式 消 费 经 营 者 义

务。规定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

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

品或者服务质量，不得任意加价。未

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

预付款。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

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决定停业或者

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

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退还未消费的

预付款余额。

四是规范消费索赔行为。规定投

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

规定，不得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

当利益，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

乱市场经济秩序。商品或者服务的标

签标识、说明书、宣传材料等存在不

影响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不适用惩罚性

赔偿规定。对于通过夹带、掉包、造

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

方 式 骗 取 赔 偿 或 者 敲 诈 勒 索 经 营 者

的，依法予以处理。

五是明确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工 作 的 指 导 ， 组

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

门应当及时处理消费投诉、举报，开

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加大监督检

查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行为。

此外，《条例》 明确了消费者协会

履职要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

规定，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

责任。②6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布
7月 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昆明 3 月 19 日

电 春天，各类时令野菜迎来上

市。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醒，采摘和食用野菜需谨慎，避

免造成食物中毒。

野菜因天然野生、具有独

特风味而受到青睐。部分野菜

与有毒不可食用植物很相似，

只从外观上难以辨别，容易误

采误食中毒。公众自行采摘野

菜时要仔细辨识，切勿采摘不

认识、不熟悉的野菜。

在采摘野菜时，避免在化

工厂、垃圾填埋场、污水沟等环

境可能受到污染的区域采摘。

绿化地带的野菜存在农药残留

风险，不宜采摘。如消费者在

市面上购买野菜，应到正规超

市或菜市场选购来源安全可靠

的野菜，并保留购物凭证。

烹饪野菜时要采用正确的

烹调方式，对野菜充分清洗，最

好进行浸泡、焯水等操作，食材

应放置在阴凉处，保持清洁，防

止腐败变质。

野菜虽然口感鲜美，但不

宜 多 吃 或单一类型大量食用。

老人、婴幼儿、孕妇、哺乳期妇女、

过敏体质以及消化系统存在疾病

的人群尽量不吃或少吃野菜。

食用野菜后如有不适，应及时催

吐，立即前往医院就诊。②6

春日尝鲜需谨慎

路边野菜不能随便采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记者 19日从教育部获悉，日前，

教育部公布了 2023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共新增备案专业点 1456个、

审批专业点 217个，调整学位授

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46个。

据悉，教育部深入推进专

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工作，引

导和支持高校开设国家战略和

区域发展急需的新专业。此次

增设 24种新专业，包括：立足服

务国家战略需要，设置大功率

半导体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

技术等专业；聚焦科学前沿和

关键技术领域，深化“四新”建

设，设置电子信息材料、智能视

觉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专业；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设置中国古

典学等专业；聚焦服务健康中

国战略需求，落实体育强国建

设部署，设置健康科学与技术、

体育康养、足球运动等专业。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专业增

设、撤销、调整共涉及 3389个专

业点。工学、教育学、经济学等

学科门类的专业点增加数量位

居前三，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

门类的专业点数量相对减少。

据介绍，本次备案、审批和

调整的专业，将列入相关高校

2024 年 本 科 招 生 计 划 。 教 育

部同步发布了最新版《普通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 目 录》，包 含

93个专业类、816种专业。②6

教育部公布2023年度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新增 24 种本科专业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持续落

地显效，我国民间投资增速由

负转正。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 1至 2月份，

我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0.4%，

2023年全年为下降 0.4%。

分行业看，前 2 个月，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 业 ，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 采 矿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民间投

资 增 长 较 快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0.1% 、 20.5% 、 14.8% 和

14.0%；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

11.6%，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

投资 2.2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

民 间 投 资 增 长 7.9%， 增 速 高

于全部基础设施投资 1.6 个百

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 1 至 2 月

份，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

为 52.6% ， 比 上 年 全 年 提 高

2.2 个百分点；民间项目投资

（扣 除 房 地 产 开 发 民 间 投 资）

同比增长 7.6%。

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主力军，也是提升投

资质量、增强投资活力的关键

力 量 。 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指

出 ， 着 力 稳 定 和 扩 大 民 间 投

资，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实

施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新 机

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

目 建 设 。 进 一 步 拆 除 各 种 藩

篱，在更多领域让民间投资进

得来、能发展、有作为。②6

今年前2个月

我国民间投资增速由负转正

3 月 19 日，在江

苏省海安市大公镇

王院村，村民驾驶植

保机械在田间进行

喷洒药物作业。春

分前后，多地农民抢

抓农时开展春种、春

管等工作，田间地头

一片忙碌。②6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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