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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焦点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刘红霞、魏
梦佳)1999 年，昆明，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最高级
别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2019 年，北京，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一
场“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的盛会即将拉开大
幕。

本届“长城脚下的世园会”有哪些突出特
点？有哪些“绿色期待”？

北京世园会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贸促
会会长高燕告诉记者，本届世园会将有约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20 多个非官方参展方参
展，将刷新世园会参展方历史纪录。在 5 个多月
会期内，将举办 2500 多场次各类活动，预计
1600 万人次参观。

世园会，顾名思义，是一场植物当主角的盛
会。

国际展园，有表现多彩园艺文化和生活方
式的建筑园艺，如日本园和印度园等；有展示现
代园艺技术和发展成就的科技园艺，如卡塔尔
园和德国园等；还有返璞归真、强调田园本色的
传统园艺，如荷兰园和柬埔寨园等。

国内展园，牡丹、荷花、兰花、月季、茶花等
争奇斗艳，秦岭迎客松、西藏左旋柳、安徽醉翁
榆等地方植物让人大饱眼福。

北京世园会，不只是植物的盛会，还是科技
的盛会、人文交流的盛会。

北京世园会政府总代表、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陈洲说，以物联网和 5G 为“神经”，以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为“大脑”，北京世园会将从园林艺
术的展示舞台变成人、科技、自然与文化相结合
的视觉盛宴。智慧城市建设展示、机器人服务
员、全程智慧导游等将让游客亲身体验到科技
进步的巨大魅力。

据介绍，世园会期间，国际性活动丰富多
彩，包括参展国国家馆日、国际组织荣誉日、国
际竞赛、专业论坛、世界民族文化展示等；中国
特色的活动有中国国家馆日、省区市日、花车巡
游等。此外，还将举办馆际交流、国外代表团顺
访省区市、经贸代表团交流会等活动。

各国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的同时，国内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正在全面建设自己的展
园，届时将集中开展推介会、文艺演出和经贸交

流活动。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具风采，将极大

地放大世园会的辐射外溢效应。”陈洲说。
当前，世园会各项筹办工作进入冲刺阶

段。在总面积 503 公顷的核心园区，“一心、两
轴、三带、多片区”的山水田园格局初现———
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四大主
场馆基本建成；妫河生态休闲带、园艺生活体
验带、园艺科技发展带以及世界园艺展示区、
中华园艺展示区等多个片区逐渐搭建成形。

“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北京，相
聚在美丽的长城脚下、妫水河畔，亲身领略时
代特征鲜明、中国特色彰显的国际一流盛
会。”高燕说。

“长城脚下的世园会”有何不同？
中国贸促会负责人谈北京世园会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陈芳、岳冉
冉)每逢开学，“近视”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孩子们会发现，身边有的同学新戴上了“小眼
镜”，有的同学“小眼镜”又变厚了。2019 年 3 月
开学季，全国 29 个省份超 1000 所中小学掀起
“爱眼护眼”热潮，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如何守护
好“未来之光”，是全社会都需要补上的一课。

近视高发、低龄化 我国“小

眼镜”人数惊人

教育部 2018 年 7 月发布了我国首份《中国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其中，学生视力不良
问题突出。

报告显示，我国四年级、八年级的学生视力
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36 . 5% 和 65 . 3% ，其中八年
级学生视力重度不良比例超过 30%。

此前，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结果
也显示：我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
视力不良率高达 45 . 71%、74 . 36%、83 . 28%、
86 . 36%。全国近视眼中，中小学生预估超过 1
亿人。

《国民视觉健康报告》白皮书估算，2012
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约 6800
亿元。如果近视人口持续增加，在航空航天、精
密制造、军事等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会
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和国家安全。

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清晨户外锻炼一小
时已坚持了两年多。2019 年 3 月开学季，全国
各地多所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都选择了保护视
力的主题。给孩子一双明亮的眼睛，这样的期盼
正在得到回音———

2018 年 8 月底，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成为国家行动。政府主导、部门配
合、专家指导、学校教育、家庭关注的科学防控
体系正在构建。

2019 年 3 月开学季，全国 29 个省份超
1000 所中小学校园掀起“爱眼护眼”热潮。各地
卫生、教育、疾控、妇联、关工委、慈善总会等多
部门，联合专门的眼科医院，为学生、老师、家长
带来超过 500 场的眼健康科普讲座。

为了摘掉“小眼镜”，全社会都已行动起来。

归咎课业、电子产品？眼负荷

过重是诱因

专家指出，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是眼睛的
近距离负荷。学习、阅读、玩电子产品等所有近
距离眼负荷都是诱因。

“近年来，学校教育或多或少都存在重智
育、轻体育的现象，孩子近距离学习时间过长、
学习强度和频率过大，加之日常用眼习惯不良，
导致了近视的早发、高发。”贵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李家伟说。

记者在北京采访了解到，虽然一些小学下
午三点半放学，但课后作业及兴趣班仍然占据

了孩子大部分时间，没时间运动、没地方运动似
乎已成为普遍现象。

而作为主要视力干预手段的体育活动，多
年来在一些地方仍然不充足。除了场地小、教学
压力大外，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似乎是学校无
法摆脱的“紧箍咒”。

此外，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成了近视的
“帮凶”。但也有一些案例表明，同样使用电子
产品，有的国家近视率较我国并没有那么突
出。

记者调查了解到，国外学校比较重视学生
的户外活动，除了组织体育活动外，还会“强迫”
孩子离开电脑和书本。比如：澳大利亚小孩每天
的户外时间为 3-4 个小时；英国设有定期的视
力检查机制，并且在医院、诊所、药店都会免费
提供视力检查和视光服务；德国重视孩子自然
视力管理和近视预防，学校除定期组织学生登
高望远外，还会让孩子戴上“巫婆”眼镜，让他们
体验双眼模糊的不便，了解近视的成因。

“体育锻炼是目前最经济有效的近视防控

途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
主任李莉说，在白天户外活动，紫外线可促进
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的分泌可抑制眼轴
增长，有效控制近视的发展。

临床研究还证实，每天户外活动两小时
或每周户外活动 10 个小时，都可有效降低近
视发生、发展的概率。

立体防护、高科技服务 一

个都不能少

儿童青少年近视成因复杂，这也意味着
防控近视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孩
子、医疗机构形成合力，才能营造健康的用眼
环境。

“学校应该从保证学生每天至少一小时
户外活动、每天两次眼保健操，监督学生的用
眼行为、提供合理饮食上做起。”华中师范大
学第一附属中学学工处主任汪义芳说。

“青少年自身也要从用眼距离、用眼时
长、用眼时环境光照的强度、户外活动时长、
用眼角度这五个维度，进行自我管理。”中南
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教授杨智宽提醒，如果孩
子出现了“歪头眯眼”“视物不清”的现象，家
长不可掉以轻心，应前往专业眼科医院检查，
由医生给出孩子近视防控方案。

为“护驾”明眸，我国科研人员也加入擦
亮“心灵窗户”的行列中。如在近日举行的“中
国国际眼科学和视觉科学转化与创新论坛”
上，一款视觉科学的孵化器诞生，它鼓励业内
人士把“守护眼睛”的“奇思妙想”拿出来“孵
化”，以推进眼科学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最
终惠及“小眼镜”群体。

“只有多方携手，让孩子能有充足的白天
户外活动时间、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控制使
用电子产品时间、保证充足睡眠、合理营养，
我们才能共护好孩子的光明未来。”杨智宽
说。

“小眼镜”超 1 亿，电子产品是“帮凶”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李延霞、许晟)
截至目前，多家上市银行
2018 年报披露完毕。民营
小微贷款增长明显、重大
项目贷款增加、个人贷款
增幅较大……研读年报可
以看出，商业银行正在根
据宏观经济形势调整贷款
结构，助力中国经济迈向
高质量发展。

民营小微贷款

增长明显，今年还

有新增计划

去年以来，民企和小
微企业融资难备受关注，
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出
台。从年报数据看，政策效
应开始显现，银行对小微、

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
加大。

2018 年末，工行民营
企业贷款余额 1 . 78 万亿
元，较年初增加 1100 多亿
元；农业银行民营企业贷
款余额 1 . 67 万亿元，占
公司类贷款四分之一；建
行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6 3 1 0 . 1 7 亿 元 ，增 幅
50 . 78%。

股份制银行的表现也
不俗。截至去年末，民生银
行战略民企客户贷款总额
2049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2 . 09%。浙商银行国标小
微贷款余额 2045 . 46 亿
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达
23 . 9%。

2019 年，农行计划新
增民营企业贷款 1320 亿
元、工行小微企业贷款增
长目标为 1000 亿元以上、
中国银行新投放民营企业
贷款不低于全部对公贷款
新投放的三分之一……多
家银行高管在业绩发布会
上给出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具体目标。

专家认为，在监管引导和银行自身业务发展诉求
的双重推动下，预计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仍将保持较
快增长，但在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防控可
能产生的信用风险过剩、不良贷款风险。

服务重大项目，智能制造等是今后

投放重点

年报显示，2018 年各大银行结合各自优势，围绕
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力。

2018 年，工行的公司贷款增加 4820 亿元，先进制
造业、幸福产业、物联互联等经济新引擎领域的贷款增
量占比达 31%。农行全年新增重大项目贷款 5709 亿
元，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占公司类贷
款增量的 75%。2018 年末，建行的基础设施行业领域
贷款余额 3 . 46 万亿元。

从业绩发布会释放的信息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领域、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智能制
造等将是今后各行信贷投放的重点领域。

“今年农行将紧紧抓住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高端制
造业、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力争贷款规模保持稳健增
长。”农行副行长王纬说。

专家表示，银行的信贷投放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
自身定位、资本约束、安全性效益性的考量以及政策引
导等。在经历去杠杆、严监管的考验以及信用风险的暴
露后，商业银行精准对接实体经济有效需求，贷款结构
优化，安全性提升。

个人贷款增幅较大，增量更多投向

消费贷等领域

观察年报可以看出，不管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
银行，以个人住房贷款、信用卡贷款等为代表的个人贷
款增幅较大。

数据显示，2018 年末，农行的个人贷款占全部贷
款的比重为 3 9 . 1 % 。建行的个人贷款占比达到
42 . 37%，其中个人住房贷款较上年增加 5405 亿元，增
幅 12 . 83%，信用卡贷款增幅 15 . 57%；工行的个人贷
款比上年末增加 6911 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增加
6512 亿元，增长 16 . 5%。

一些股份制银行的零售贷款已占半壁江山。2018
年末招行的零售贷款占比升至 51 . 09%。“我们在信贷
资源投放上将适度向零售业务倾斜，增量贷款资源更
多投向信用卡、房贷、消费贷、小微贷等领域。”招行行
长田惠宇说。

专家表示，由于资本占用及风险相对较低，个人贷
款成为不少银行信贷投放倾斜的方向。这有利于增强
抗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同时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银
行加快布局零售领域，将对居民消费起到拉动作用。

信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压力仍存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必须以自身的稳健运行为基
础。

年报显示，2018 年末，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
贷款率均有所下降，其中工行、建行、中行下降 0 . 03 个
百分点，农行不良率的降幅最大，为 0 .22 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不少银行不良贷款的一些先行指标也
有很大好转，包括关注类贷款下降、新暴露不良率下降
等，意味着银行业资产质量下滑的压力得到缓释。

专家认为，不良贷款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主要因为
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信贷结构不断优化、清收处置力度
加大以及风控措施不断健全。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
升。

中国银行风险总监刘坚东表示，今年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少，银行资产质量会持续承压，
但同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预计
2019 年银行业的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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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教

育或多或少都存在重

智育、轻体育的现象，

孩子近距离学习时间

过长、学习强度和频率

过大，加之日常用眼习

惯不良，导致了近视的

早发、高发”

福州整治违建豪华“活人墓”

▲ 3 月 31 日，在福州市长乐区南阳山
上，工作人员对一座违建坟墓进行覆土。

 3 月 31 日，工作人员在福州市长乐区
南阳山上整治违建坟墓（无人机拍摄）。

 3 月 31 日，在福清市城头镇峰前山
上，村民及工作人员在覆土整治后的地面上
栽种植物。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3 月 29 日，福州市委市政府部署对该市
沿海部分地区毁林建造豪华活人墓问题开展
整治行动。3 月 31 日，记者在福州长乐区及
福清市部分乡镇看到，整治行动正有序开展。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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