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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记者李放）
春节期间的北京虽有
逼人的寒气，也有明
媚的阳光。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
瑗 一 大 早 就 来 到 医
院，她要赶在上午出
诊 前 先 去 住 院 病 房
看看。
　　回想与新冠病毒

“短兵相接”的那一个
月，魏瑗说：“从医 26
年，这是我最难熬的
30 天。”

  “不管内科外

科，是大夫就要上”

　　早上 8 点，魏瑗
结束了例行查房，匆
匆赶往门诊。
　　“一会儿还有个
剖宫产的患者要进行
全院联合会诊。”魏瑗
个子不高，戴着一副
眼镜，说话声音不大，
看 起 来 甚 至 有 些 柔
弱，但走路却带风。

“那个患者有些严重，
但还好，最艰难的时
候已经过去了。”
　　 2022 年 12 月，
北京市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数量急剧上升，很多人去到医院。
　　“从医 26 年，那是我最难熬的 30 天。”
魏瑗说起当时的那一个月，眼睛有些泛红。
　　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开设第一个呼吸
亚重症病房接收患者，北医三院累计扩容 21
个亚重症病房，增加床位超过 800 张。面对
最困难时超过一半医护人员无法正常工作的
情况，北医三院院长乔杰给全院下达了“死命
令”：“不管内科外科，是大夫就要上。”
　　白天退烧就在医院坚守，晚上发烧再回去
休息；急诊室没床位，就把手术室的床推过去；
实在撑不住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两声，抹
干眼泪出来接着干……魏瑗说，那一个月的经
历，身旁的这些“战友”，她一辈子都会记得。
　　记者见到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丁艳苓时，
她正在亚重症三病房跟护士交代患者病情。

“这个病房就是我们跟消化科‘借’的，跟我搭
班的就是两位消化科的医生。”丁艳苓笑着
说，“经过这一个月，他俩应该是消化科里应
对新冠最厉害的。”

“没事的，总会过去”

　　早上 7 点，北医三院外科二病区的新生
儿病房内，一声声啼哭打破了宁静，监测器上

“嘀嘀”的报警声不时响起，已经值了一夜班
的护士们陆续去安抚刚刚醒来的患儿。
　　“我们这里有 60 张病床，基本都是不足
月的早产儿。”儿科主任韩彤妍每天早上都要
来看看这些孩子，问问护士孩子们昨晚的情
况、帮小宝宝翻翻身……“你看这个小家伙，
这么小一点点，但长得多漂亮。”
　　有序、整齐、暖和的新生儿病房让人有一
种岁月静好的感觉，一个个曾是那么脆弱的
小生命，在医生和护士的守护下，如今在这里
拼命生长。
　　作为北京市危重孕产妇转诊中心，北医
三院的产科在疫情最高峰时就诊人数大幅度
上升。北京市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曾打电话
询问魏瑗产科的接收能力，而她只回了一句
话：“只要有危重症转运需求，我们一定接。”
　　“儿科发热门诊最高峰时每天要看 400
多个孩子，最难的时候病房里只剩下两个住
院医师，一个护士一晚上要照顾 15 个孩
子。”韩彤妍说，没有一个人跟她抱怨过。
　　记者采访时，韩彤妍始终笑着。熟悉她
的一位护士告诉记者，韩彤妍平时也总爱笑，
可能是跟这些“拼命生长”的小家伙们待在一
起久了，她的笑容总是让人感觉充满希望，就
像是在最难的时候，她也总跟大家说的那句

“没事的，总会过去”。

  “今年过年哪儿也没去，就守着产科

这个‘家’”

　　下午 2 点，北医三院呼吸内科的诊室门
前稀稀落落地坐着十余位前来就诊的患者。
丁艳苓给患者做完基础的检查后嘱咐说：“片
子我看过了，你这个咳嗽没什么大问题，我给
你开点药，回去好好休息就行。”
　　“我今天下午只有 20 个号，还有两个人没
来。”丁艳苓说话语速不快，对患者的疑问都做了
耐心细致的回答，大约半个多小时只看了两位
患者。“其实都没什么大事，但不少患者可能比较
紧张，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给他们多解释一下。”
　　“今年过年哪儿也没去，就守着产科这个

‘家’。”魏瑗说，疫情三年，所有医护人员过年
时都没回过老家，现在没那么紧张了，她让大
家都尽量回家看看。“我把父母接来北京，就
能留下来守着了。”
　　三年前，儿科副主任医师刘慧强作为北
医三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在武汉奋战了
两个月，当时他在日记上写道：“这会儿武汉
的雨可真大，希望一场大雨冲走所有不幸，希
望大雨之后就是春天。”
　　记者采访见到刘慧强时，窗外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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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记者郭宇靖、吉
宁）1 月 31 日，《关于北京市 2022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对外公布。报告提出
将加快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同时公布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十方面主要任务。
　　此次公布的十方面任务是：着力构建现代化
首都都市圈，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推
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着力推动“两区”制度创新落地见效，全
力打造改革开放“北京样板”；着力促进数字赋能
城市、产业、生活，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
市；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推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坚定迈进；着力为
群众多办实事，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加快
绿色转型；着力探索构建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体
系，努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着力守稳守牢安全
底线，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北京将深入开展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城市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其中，
疏解提质一般制造业企业 100 家以上，环京地
区通勤圈将深度融合。
　　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北京将推
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力争在人工智能、
区块链、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网络安全等领域
取得更多创新应用成果。
　　北京还将集中开工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补齐公共服务、城市运行等领域短板。其
中，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将新开工 300 个、完工
100 个，老楼加装电梯开工 1000 部、完工
600 部。
　　着眼世界前沿技术和未来战略需求，北京
将纵深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建 5G 基站
1 万个以上，系统推进新一代数字集群专网、高
可靠低延时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和
边缘计算体系等建设。推进 6G 技术研发。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记者郭宇靖）记者
1 月 31 日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北京市

积极推进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将在交通网络一体
化、生态治理、产业合作、公共服务和管理机制
创新等方面，加快推进示范区建设发展。
　　 2021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
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加
快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下，北京积极
会同河北方面推进发展任务，北京适宜产业
加快向北三县布局，互联互通的交通一体化
格局加速形成，生态共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有序推进，有效带动了北三县产业升级和软
实力提升。
　　新时期推进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意义重大，有利于支撑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有利于有效治理北京“大城市病”。
同时，有利于探索创新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
机制，带动周边交界地区高质量发展，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作出示范。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北
京市将继续把加快建设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作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机
遇来建设。
　　在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方面，将依托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有效衔接城际铁路、高
铁、城市轨道交通和地面公共交通；在加强流
域综合治理和生态绿带建设方面，将协同建
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实现交界地区规划
缝合、生态缝合。
　　此外，两地将深化产业分工与交流合作，
推动中关村通州园等北京产业园区与北三县
重点产业园区深化合作，引导北京市龙头企
业与北三县开展对接。北京还将推动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等资源向北三县延伸布局。支
持安贞医院、友谊医院、潞河医院等与北三县
医疗机构加强合作。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会同河北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通州区
与北三县现有工作对接机制基础上，构建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构架，推进组
建理事会、执委会等管理机构，为示范区建设
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北京提出着力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将加快推进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近年来，
节约粮食、倡
导光盘已经成
为社会共识。

不过，“新华视点”记者春节前后在上海、山西、广
东等多地调查发现，在婚宴、商务宴请、豪华酒店
中，“舌尖上的浪费”仍然时有发生。

婚宴、自助餐、豪华酒店为浪费“重灾区”

　　记者近期走访上海、山西、广东等地的高档
酒店餐厅，发现食品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其
中，婚宴、自助餐是浪费的“重灾区”，西点、冷菜
等类型食物浪费率较高。
　　记者日前在上海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的
自助餐厅看到，临近收餐时间，取餐区的食物仍
多有剩余。记者观察到，一些餐桌上，消费者剩
余不少食物。该自助餐厅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当天未吃完的食物将全部倒掉，不会留到第
二天。为了减少食物浪费，餐厅会根据住店客
人的数量预估大致的食材量，但很难做到精准。
　　记者日前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花园假日
酒店看到，当天中午正在举行婚宴，大厅内摆放
着 30 多张圆桌，宾客坐得满满当当。随着婚
礼进入尾声，宾客逐渐离场。桌上的餐食浪费
严重，三分之二的桌子剩下的饭菜超过七成。

盐焗鸡、面条、馒头……除了部分宾客将鲍鱼等
海鲜打包带走，大部分剩菜无人问津，很多已被
打开、剩余超过半瓶的果汁饮料也丢在桌上。
　　在广州一家海鲜酒家，记者看到，婚宴结束
时，一些食客将主食、酒水饮料等打包带走，而
白斩鸡、清蒸鱼等菜品大部分被剩下。
　　山西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说：“结婚摆宴是
人生大事，一般都会遍请亲友。主家为了面子，
饭菜一定得丰盛。为此饭店提供从 1888 元到
5888 元一桌不等的套餐，还可私人定制，上不
封顶，价格较高的套餐里有老虎斑、帝王蟹、佛
跳墙等。每桌都是 8 个凉菜、10 个热菜，一般
都吃不完，往往会剩下一些。”

多是“面子问题”

　　很多消费者说，因为考虑面子，婚宴浪费现
象较为普遍。山西一名婚礼操办者任先生坦
言：“我也很心疼被浪费的粮食。但要是不多点
几个菜，又担心宾客议论指点。结婚是大事，只
好按习俗来，宁多勿少。”
　　商务宴请里的浪费很多也是因为面子。一
些消费者告诉记者，宴请结束后往往不会打
包——— 主人怕客人笑话自己抠门、不爽利；客人
没掏钱，更不好意思打包带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半份菜、单人餐、

打包盒等已经成为餐饮行业节约粮食的普遍
做法，但在豪华酒店里推广还存在困难。豪
华酒店对服务质量、酒店环境有统一标准，酒
店很少张贴、摆放节约粮食的宣传品，服务人
员也鲜有提示节约的习惯。
　　此外，记者发现，还有少数人把大吃大
喝、铺张浪费视为有身份、消费档次高的表
现，认为如何消费是自己的自由。
　　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餐饮部张经理说：

“来这里的往往是收入较高的消费者，不太在
乎钱；如果反复提醒节约，有些顾客会表现出
反感的态度，我们担心影响酒店口碑。”

促进观念更新，推动法律落地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新华等业内人士认
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当前各地餐饮业正
在复苏，一些地方“舌尖上的浪费”故态复萌。
必须进一步强化节约意识，减少粮食浪费。
　　反对餐饮浪费，关键在于人们观念的更
新。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程钢指
出，应该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到，养成节俭、适
度的餐饮习惯，不仅可以省钱，更是现代社会
理性、文明的表现。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节
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气，从学校、家庭乃至
企业和单位层面加强宣传力度。

　　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
费法》已经于 2021 年 4 月实施，对相关主管
部门、餐饮服务经营者、餐饮外卖平台、个人
等均提出防止食品浪费的具体要求。比如，
婚丧嫁娶、朋友和家庭聚会、商务活动等需要
用餐的，组织者、参加者应当适度备餐、点餐，
文明、健康用餐。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邢媛认
为，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说，很多消费者受到群
体文化影响，往往会采取从众、随大流的消费
方式。有关部门和媒体等要引导公众树立节
约意识，崇尚理性消费，相关法律执行、监督
工作也要细化跟进。
　　程钢表示，宴会中的餐饮浪费是个老大
难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引
导，另一方面要在企业端解决问题。
　　陈新华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大型
连锁餐饮企业，已经通过集中备料减少损耗、
按需加工提高利用率、加强库房管理减少食
材过期浪费等方法提升经营水平。
　　此外，餐饮企业可以加强数字化管理，围
绕点餐量、剩菜量做好统计分析，重新设计菜
单、加强各类食材的搭配和充分利用，调整每
例菜品的分量，并探索推广食材资源共享。
  （记者王辰阳、胡洁菲、李紫薇、马晓媛、
申峰、邓瑞璇）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婚宴、商务宴请、豪华酒店……“舌尖上的浪费”仍有发生

  ▲在靖安县黄龙村，母亲余陈妹（中）与儿子相拥而泣（1 月 30 日摄）。1 月 30 日，江西省靖安县黄龙村热闹非凡，村民们在路边焦急地等待
着……母亲余陈妹突然从人群中冲出，紧紧抱住刚下车的儿子喜极而泣，这一刻余陈妹一家足足等待了 32 年。
  1991 年，当时 4 岁的钱芳勇在黄龙村后山坡上被拐走。被拐后，全村乡亲在附近找寻多日无果，其父母、亲属与当地警方又赴浙江、江西多地
寻找仍无音讯。每逢阖家团圆的节日，余陈妹一想到儿子就夜不能寐，家里没有过好一个年。而在 300 余公里外的江西省宁都县，成年后的钱芳
勇也在寻亲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信息找寻亲生父母。
  2021 年，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查找失踪被拐儿童的“团圆”行动。靖安县公安局民警在 2023 年初，通过网络线索比对，后经司法鉴定，最终确定
钱芳勇就是钱世清、余陈妹夫妻被拐失散的孩子。元宵节前夕，在公安部门的组织下，36 岁的钱芳勇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从见到钱芳勇
那一刻起，母亲余陈妹拉着儿子的手就没有放开过。“32 年了，家里没有贴过春联，没有好好过一个年，今天我的孩子终于回家了……”喜悦的泪水
再一次从母亲眼中涌出。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新华社济南 1
月 31 日电（记者
陈国峰）记者从山
东 省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工 作 会 议 上 获
悉，2023 年，山东
将 加 快 发 展 保 障
性租赁住房，全省
新 筹 集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8 . 3 万 套

（间）。
　 　 据 山 东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厅长王玉志介绍，
山 东 将 落 实 好 土
地、金融、税费、价
格等支持政策，引
导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建设，实现多主体
供 给 、多 渠 道 保
障 。 山 东 还 将 加
强 公 租 房 建 设 运
营管理，以解决低
保、低收入家庭住
房困难为重点，因
地 制 宜 建 设 公 租
房，扩大租赁补贴
发放范围，全省新
开 工 公 租 房 6 0 0
套，发放保租房补
贴 1 . 6 6 万 户、公

租房补贴 2.83 万户。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山东将加快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提高改造标准，有序推进加装电梯
和适老化改造，新开工改造小区 3898 个、
69.95 万户。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完善停
车、充电、无障碍、垃圾分类等服务设施，努力推
动从好房子到好小区、从好小区到好社区、从好
社区到好城区。
　　为促进绿色建筑集约发展，山东城镇新建
民用建筑将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政府投资
或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及其他大型公共
建筑达到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全省新
增绿色建筑 1 亿平方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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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团圆：失散 32 年的孩子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