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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防中暑夏日防中暑，，这里有妙招这里有妙招
炎炎夏日炎炎夏日，，防暑降温非常重要防暑降温非常重要。。但是但是，，如果措施不如果措施不

得当得当，，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医学专家提醒医学专家提醒，，既要科学既要科学
合理防暑降温合理防暑降温，，也要综合饮食别也要综合饮食别““偏食偏食””。。那么那么，，如何如何
防防暑效果更好呢暑效果更好呢？？本期主持人为大家详解本期主持人为大家详解。。

问问：：天热就喝冷饮吃冷食天热就喝冷饮吃冷食，，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长时间待在空调房

里里，，这样好吗这样好吗？？

主持人主持人：：防暑降温不是防暑降温不是““冷处理冷处理””，，通过物理降温通过物理降温
并非最好并非最好。。盛夏时节盛夏时节，，人体实际处于外热内寒状态人体实际处于外热内寒状态，，
如果贪吃贪喝过多冷食冷饮易造成肠胃功能紊乱如果贪吃贪喝过多冷食冷饮易造成肠胃功能紊乱。。我我
们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或温度较高的环境中活们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或温度较高的环境中活
动动、、滞留滞留。。外出时外出时，，最好穿浅色最好穿浅色、、宽松的衣服宽松的衣服，，戴宽戴宽
边帽或打遮阳伞边帽或打遮阳伞。。室内保持通风室内保持通风，，可借助在地上洒可借助在地上洒
水水，，使用电风扇使用电风扇、、空调来降温空调来降温，，但空调温度不宜过但空调温度不宜过
低低。。在空调环境中工作在空调环境中工作、、生活生活，，每天应抽一定时间到每天应抽一定时间到
室外活动室外活动，，进行耐热锻炼进行耐热锻炼。。此外此外，，还应该多喝水还应该多喝水，，多多
吃水果蔬菜吃水果蔬菜。。

问问：：长 时 间 在 高 温 下 工 作 该 注 意 哪 些 问 题长 时 间 在 高 温 下 工 作 该 注 意 哪 些 问 题 ？？

主持人主持人：：对高温作业人员而言对高温作业人员而言，，要及时补充营要及时补充营
养养，，每人每天每人每天 33 升至升至 55 升含盐饮料升含盐饮料，，饮料含盐量以饮料含盐量以
00..1515%%至至 00..22%%为宜为宜；；同时要加强个体防护同时要加强个体防护，，高温防护高温防护
服服、、防护眼镜防护眼镜、、面罩面罩、、手套手套、、鞋盖鞋盖、、护腿等都是不可护腿等都是不可
少的少的。。此外此外，，家里常备防暑降温药家里常备防暑降温药，，如十滴水如十滴水、、仁仁
丹丹、、风油精风油精，，按药物使用说明正确使用按药物使用说明正确使用。。高龄老人高龄老人、、
孕产妇孕产妇、、婴幼儿婴幼儿、、有慢性疾病的人员有慢性疾病的人员，，在高温天气尽在高温天气尽
可能减少外出可能减少外出，，如有不适如有不适，，应及时就医应及时就医。。

问问：：高温中暑有哪些类型高温中暑有哪些类型，，应采取什么紧急处理应采取什么紧急处理

措施呢措施呢？？

主主持人持人：：根据卫生健康部门的提示根据卫生健康部门的提示，，中暑可分为中暑可分为
轻症和重症中暑轻症和重症中暑。。轻症中暑表现为头晕轻症中暑表现为头晕、、头疼头疼、、面色潮面色潮
红红、、口渴口渴、、大量出汗大量出汗、、全身乏力全身乏力、、心悸心悸、、脉搏快速脉搏快速、、注注
意力不集中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动作不协调等。。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热热
衰竭和热射病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的主要表现为肌肉疼痛或抽搐热痉挛的主要表现为肌肉疼痛或抽搐。。
针对热痉挛针对热痉挛，，应让病人静坐在凉爽地方休息应让病人静坐在凉爽地方休息；；饮用果汁饮用果汁
或运动饮料或运动饮料；；如果病人有心脏病史或如果病人有心脏病史或11小时后热痉挛的小时后热痉挛的
状况还没有消退状况还没有消退，，要赶紧就医要赶紧就医。。热衰竭起病迅速热衰竭起病迅速，，患者患者
常出现眩晕常出现眩晕、、呕吐呕吐、、痉挛痉挛、、昏厥等症状昏厥等症状，，要给病人喝凉要给病人喝凉
爽且不含酒精的饮料爽且不含酒精的饮料；；洗凉水澡或擦拭身体洗凉水澡或擦拭身体；；开空调开空调，，
然后换上轻便的衣服然后换上轻便的衣服。。如症状严重如症状严重，，伴有心脏疾病或高伴有心脏疾病或高
血压血压，，要立即就医要立即就医。。热射病表现多样热射病表现多样，，主要表现为头主要表现为头
晕晕、、恶心恶心、、极高的体温极高的体温((口腔体温大于口腔体温大于3939..55摄氏度摄氏度))、、皮皮
肤红热且干燥无汗肤红热且干燥无汗、、怕冷等怕冷等。。应将病人移到阴凉的地应将病人移到阴凉的地
方方，，用凉水擦拭身体等方式迅速给病人降温用凉水擦拭身体等方式迅速给病人降温；；不要给病不要给病
人喝水人喝水；；要迅速拨打要迅速拨打120120抢救抢救。。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针对民众疑虑，相关部门回应称：

北方沙尘天低于近 17年同期均值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力度的不断加大，公众对生态环
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反映今
年沙尘天气似乎又多了。为此，记者日前向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治沙办作了求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治沙办负责
人表示：今春北方地区沙尘天气次数较少，强度较弱，影
响范围较小。沙尘天气过程次数多于、强度略强于 2017
年同期，但次数和强度均低于 2001年至 2017年同期均值
和常年均值。

监测数据显示，3月1日至5月31日，我国北方地区共发
生10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沙尘暴3次，扬沙7次。影响范围
涉及西北、华北、东北等15省份768个县（区、旗），受影响的国
土面积约399万平方公里，受影响人口约3.5亿。据不完全统
计，大风和沙尘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84亿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治沙办有关专家分析认为，沙尘
天气主要起源于蒙古国南部、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
和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据卫星遥感监测，受地面冷锋
和蒙古气旋影响，春季北方地区有 7 次沙尘天气过程的
沙尘物质部分源自于境外蒙古国，国内的沙尘源地主要
有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沙尘天气首发时间较往年同
期偏早，且集中发生在春季前期。影响华北地区、北京
地区的沙尘天气分别为 8次、3次，较往年偏多，持续时
间较长。

“从沙尘天气形成动力看，冷空气次数较多、势力较
强，是沙尘天气多发的直接原因，今年春季入侵我国北方
的冷空气达 16次，且势力较强。从气温和降水看，春季
气温偏高、北方大部降水偏少，特别是北京等地连续无降
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从主要沙尘源区植被长势看，北方
地区特别是华北北部上年植被长势较差、今春降水偏少、
植被返青较晚，是沙尘天气多发的主要原因。另外，今年
3 月至 5 月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5 月降水明显偏
多，草原返青提前一周，也有利于抑制沙尘天气发
生。”专家分析认为。

专家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在主要沙尘源区和路径区相
继实施了一批防沙治沙工程，进一步加大荒漠生态恢复力
度，北方地区生态状况总体上保持稳定趋好，主要沙尘源区
释尘量逐年减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治沙办相关负责人说，为有效应
对沙尘天气灾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积极准备，及时部
署，强化措施，认真做好春季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工
作。科学开展沙尘暴灾害预警监测，与中国气象局加强
天气预测分析与会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沙尘暴地面
监测站、短信平台、沙尘信息报送手机 APP 等开展沙尘
暴灾害预警监测，实时掌握沙尘天气发生、发展过程。
加强重点预警期应急值守，强化灾害信息报送和管理。

改革开放40年来，土地要素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基础性组成部分，土地要素红利不断释

放，土地管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专家表示，

当前需要重新认真思考土地的功能定位，确保其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全国土地日专家共话改革进程和未来转型——

激发土地要素红利不断释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近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羊角山村，由昔日露天采矿场改造而成的“云上西寨”项目建成开放，吸引了各地游客前

来欣赏云寨美景，避暑度假。 张国荣摄

6 月 25 日是第 28 个全国土地日。
今年土地日宣传主题是“珍惜土地资
源 建设美丽家园”。当日，自然资源
管理领域资深专家共聚我国启动土地
市场化改革第一城——深圳市，围绕
土 地 利 用 和 制 度 改 革 等 话 题 ， 献 计
献策。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
起到什么作用？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中，市场力量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在
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新时代，土地制度
应如何变革？针对这些问题，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土地管理机制紧跟时代步伐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表示，回
顾 40 年的改革历程，土地管理为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
史性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拿土地出让收益来说，这一
笔收入为地方政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
城 镇 建 设 提 供 了 大 量 资 金 来 源 ， 仅
2017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就达
到5.2万亿元。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表
示，改革开放之初，正是借力土地出
让，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开创了以土
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原始资本的道路。

同时，我国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用地需求，保障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脱
贫攻坚用地需求。

在我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之
下，2017 年底我国耕地面积达到 20.23
亿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5.5亿亩并实
行特殊保护，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并
建成高标准农田 4.8 亿亩，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新格局基
本形成。

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变迁，事实上折
射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经济发展
的加快使得土地需求增加。为此，1986
年，为加强对全国城乡土地的集中统一
管理，国家土地管理局应运而生。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土地而
设立专门纪念日的国家。1991年5月24
日，国务院确定每年6月25日为全国土
地日。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组
建国土资源部，负责土地、矿产、海
洋等自然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
合理利用。2004 年，国务院确立省级
以 下 国 土 资 源 垂 直 管 理 体 制 。 2006
年，我国开始正式施行国家土地督察
制度。

2013年，我国正式确立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由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土
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动产
统一登记工作。今年，为解决自然资源
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作出组建自然资
源部的决策。

王广华表示，自然资源部的组建，
标志着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自然资源的

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所有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由多部门分散管理走向集中统一
管理，实现了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
变革。

事实上，土地管理从多部门分头
管理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从土地无
偿划拨到有偿出让，从粗放低效利用
到节约集约利用，无不反映出时代
变迁。

中 国 土 地 学 会 理 事 长 王 世 元 表
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尤其
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紧跟时代步
伐，在探索中前行，使我国土地作为
生产要素配置的理念、方式和调控手
段发生了深刻变革，构建和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市场，为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新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
改革从土地开始。1978 年，安徽凤阳
小岗村部分农民分田到户揭开了我国农
村土地改革的序幕。

在 城 市 ， 土 地 改 革 出 现 在 1979
年，我国开始以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兴
办中外合资企业或向中外合资企业收取
场地使用费，开始了变革国有土地使用
制度的探索。

1987 年 ， 深 圳 市 率 先 试 行 土 地
使用权有偿出让。深圳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委员会主任王幼鹏表示，土
地拍卖“第一槌”标志着我国城市
土 地 使 用 制 度 改 革 迈 出 了 关 键 一
步。在这之后，《宪法》《土地管理
法》 的修改，为土地有偿使用清除
了法律障碍。

王广华表示，土地使用制度的一个
重大变化是市场配置比例的不断加大。
2001 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国有
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成为国有经营
性土地由非市场配置到市场配置的分
水岭。

2014 年起，我国部署开展了农村
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宅基地制度3项改革试点。由此积累了
从基层而来的创新经验，形成了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利修法、惠民生的制度
创新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表示，从
各地试点情况来看，这些改革具有全局
意义，不仅在发达地区，在欠发达地区
同样具有需求，需要不断加强顶层设计
和地方创新，以问题为导向，旨在推进
制度供给。

2017 年，中央出台了加强耕地保
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实施了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启动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
押二级市场试点。2018 年，跨省域补
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
法开始实行。

王广华表示，土地改革 40 年来的
历史“印记”，见证了市场在土地资源
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逐步发挥，土地要
素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基础性组
成部分，土地要素红利不断释放，成效
十分显著。

新时代土地制度面临转型

当前，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我国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也
开启了新篇章。

刘守英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
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
方式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在这个时
期，需要重新认真思考土地的功能
定位。

事实上，从 2012 年开始，我国用
地规模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与此同时，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不断提高，数据显
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GDP建
设用地下降24.18%。

与此同时，生态文明思想日渐深
入人心。王广华表示，今后将认真落
实中央 《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
制度的若干意见》 和 《全国国土规划
纲要 （2016—2030 年）》，科学划定
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 3 条控制线，加快建立统一、协
调 、 权 威 、 完 善 的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体系。

王幼鹏介绍说，在生态控制线建
设中，深圳市又一次成功率先转型，
是全国第一个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的
城市。早在 2005 年，深圳划定全国
首个城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将全市近
一半的土地划入生态控制线范围，实
施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以此来保障
城市生态安全。

王广华表示，土地既是各类自然资
源的载体，又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资
产，下一步将力促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推进落实到位。坚持资源
公有、物权法定，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
查监测评价和确权登记发证。坚持市场
配置、完善规则，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坚持最严格的
节约用地制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7 月 5 日起，市场将迎来年内第三

次降准，将释放约 7000 亿元资金支持

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

融资。

近年来，每次动用存款准备金工具，

就容易引发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转向的

猜测，这次也不例外。定向降准之后，

“放水”的声音再度出现。对此，央行有

关负责人多次强调，我国稳健中性货币

政策基调保持不变。

在稳健基调之下，灵活应对市场

变 化 是 货 币 政 策 的 重 要 特 征 。 作 为

一种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不宜给降准

贴上“放水”的标签。虽然从 2015 年

底以来，降准工具使用的频次降低，

但这是在当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

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强、金融市场风险

上 升 背 景 下 ，为 避 免 市 场 误 读 的

选择。

2017 年 以 来 ，情 况 已 有 明 显 改

善。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

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无论是从工业增加值增速、制造业投

资，还是从出口和消费来看，都保持了

较 快 增 长 。 金 融 市 场 流 动 性 合 理 稳

定，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格局，总

体走势较为平稳。在这样的宏观经济

背景下，目前并不需要大幅“放水”来

稳增长。

在总体向好之时，还需要看到“债转

股”和小微企业仍然面临困境。当前，部

分企业因负债率过高，面临严重的资金

困境。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能

有效解决企业运行中面临的问题，让企

业“轻装上阵”。针对今年以来“债转股”

签约金额和资金到位进展比较缓慢的实

际情况，定向降准能够释放成本较低的

长期资金，对金融机构形成正向激励，提

高其实施“债转股”的能力，加快已签约

“债转股”项目落地。

同时，当前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仍较为突出，小微企业很

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且去年

下半年以来，小微企业信贷增速有所

下滑，从非正规金融机构渠道获得的

资金成本居高不下。此时实施定向降

准，有利于增强小微信贷供给能力，增

加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改善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服务。

从此次央行对降准资金的严格限

制来看，降准也并未释放“放水”信号。

央行要求，金融机构使用降准资金支持

“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的情况将纳

入央行宏观审慎评估。在支持“债转

股”方面，要求相关银行要建立台账，逐

笔详细记录并按季报送人民银行等相

关部门。同时明确，不支持“名股实债”

的项目，不支持“僵尸企业”债转股。这

一系列限制措施有利于确保定向降准

精准执行。

在定向降准常态化的背景下，接下

来，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对定向降准

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让政策落地不打

折扣，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进

一步提高定向降准措施的精准程度。

降准成常态“放水”系误读
陈果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