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综 合编辑：鲁 静 美编：胡健博 校对：白艳红

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版2
福建省晋江市 13 岁肢残少年王

同学的家最近完成了无障碍改造。
长期靠轮椅活动，王同学原本连开个
灯都得爸妈帮忙，如今电灯、窗帘等
通过语音或者手机就能遥控，家里还
专门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爸妈可以
放心出门。

小小“黑科技”，让家里变了样，也
让生活有了幸福的模样。王同学如今
的生活日常是我国 8500万残疾人同沐
暖阳的缩影。5月 19日是第三十四次
全国助残日，主题为“科技助残，共享美
好生活”。让我们聆听那些爱与奋斗的
故事，感受残疾人事业发展中澎湃的科
技力量。

康复身体，恢复希望

“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
我国近 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
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在5月14
日中国残联举办的助残日主题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是残疾人最迫
切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2021年至2024年
4月底，全国共有2769.76万人次残疾人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531.98万人次残疾
人得到辅具适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
服务覆盖率稳定在 85%以上。其中，
146.31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目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辅助器
具领域新产品不断面世。

戴上机械手臂，实现“手随心动”；
坐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来回自如；植
入人工耳蜗，世界再也不是“悄无声
息”……科技感满满的各类辅具，助力残疾人更好自
立生活。

借助科技力量，各地康复服务愈发精准、高效。
在山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助残“一件事”

主题集成服务，线上申请服务流程进一步调整优化，
申请救助更加简洁便利；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当地残联为有迫切需要
的残疾人配置“家庭生命体征监测管理系统”等智能
化设备，打造“医院与家庭同步”的居家康复新模式；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当地建立“物联网+”
康复之家，为残疾人提供医疗健康、康复训练、辅具
租赁等服务，实现助残“智慧化”、服务“管家式”、送
康“家门口”。

融入社会，生活无“碍”

牵着一只既萌且酷的智能导盲犬，在万众瞩目
之下，视障姑娘蔡琼卉安心地完成了杭州亚残运会
火炬传递。这是亚残运会史上首次用智能导盲犬来
辅助视障火炬手传递圣火。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小西”和“小湖”两只电子
导盲犬也在盲人足球比赛场地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
育场“上任”。他们不仅把场馆地图铭记在“心”，还

能“听懂”中英双语指令，自动规划出最
优行进路径。“由它带着我们，再也不用
担心找不到方向了。”有残疾人运动员
感慨。

科技助力之下，残疾人融入社会的
方向更清晰、渠道更宽广，进一步感受
到生活中的魅力和美好。

高德地图研发“轮椅导航”功能，规
划的路线尽量避开台阶和陡坡路段，已
累计提供 5000余万次路径规划服务；
腾讯视频开通“无障碍剧场”专区，自动
识别通过“语音读屏”进入的用户，将剧
场入口置于其页面显著位置；一些触觉
反馈无障碍技术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终
端设备的震动时长、频率和强度进行组
合，向视障用户传递差异化信息……

从 2021年到 2023年，2577家与老
年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
APP进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助力
跨越“数字鸿沟”。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
步去除着曾经横亘在残疾人面前的各
种障碍，努力践行着“一个都不能掉队”
的目标。

逐梦前行，书写精彩

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柜成功购
买商品。数百公里外，天津创美助残基
地，听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俩认
真盯着电脑屏幕，仔细对比顾客收货前
后货架商品变化。鼠标轻点，无人售货
柜购物环节顺利完成。

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力一级残
疾，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柜反馈的视
频、图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对判断顾
客购买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品订

单并扣取相应费用。
“听障人士对图像更敏感，审核速度也更快。”对

于这份工作，王洪媛自觉“游刃有余”。两人如今只
需3秒左右就能完成一单审核。单量多时每天可以
完成2000多单的审核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实现
自我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开展促进残疾人
就业相关行动。截至 2023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
人就业人数为906.1万人，仅2023年一年就新增54.4
万人就业。特别是伴随着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诸多新职业随之诞生，残疾人的就
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直播间里，残疾人主播热情洋溢，回应着网友的
提问；录音设备前，残疾人有声演播者用声音演绎着
一个个动人故事，开启“声不息、梦不止”的人生新
篇；电脑前，残疾人网店店主用心经营，备货、发货熟
练操作……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新的支点，许多
残疾人实现“云端”逐梦。

当科技“硬核”力量与人文“温情”相融，越来
越多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在人生舞台
书写精彩。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本报讯（通讯员 周重龙）5月 14日，西
安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支队联合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供电局走
进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针对企业反馈的
问题，现场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帮助企业破
解难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司用电电压波动问题
频发，对业务造成一定影响，而更换接口成
本和难度都比较大。公司周围有不少随意
占道摆摊的小商贩，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而

且收摊之后经常留下不少垃圾。此外，公
司存在废水过度处理，废水站运行压力大
等情况，希望相关部门给予帮扶支持，解决
问题。

经过调查研判，各部门针对问题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方案。电力部门将协调相关部
门进行工程升级、优化设计，提出了更加经
济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交警部门表示将在
周边主要道路设置减速带，降低车速过快导
致的安全隐患。城管部门将加强对周围小
商贩的引导管理，强化服务，疏通道路通行，

引导小商贩合理化经营。环保部门提出了
企业生活废水和生产废水分开处置的建议，
在保证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实现降低运营成
本的效果。

今年 3月起，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陆续走
访全市16家在库“五上”企业，采取多种方式
宣传新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及优化营商环
境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政策措
施，推动政策落地生效。同时，深入了解企
业发展现状和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破解
发展面临的难题。

肉毒素、玻尿酸、水光针……近年来，以
注射美容和光电项目为主的“轻医美”“微整
形”受到求美者追捧。国家整形美容质控中
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 100万人次接
受注射美容治疗。

迅速增长的医疗美容市场背后，来路不
明的产品、不正规的机构都是“变美”之路上
的陷阱。如何让“变美”更安全更安心？

“轻医美”不等于“零风险”

腾讯营销洞察近日发布的一份“轻医
美”行业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医疗美容市场
正以每年约 15%的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其
中“轻医美”占据“半壁江山”，且呈现轻龄
化、生活化、更悦己、更开放等趋势。

但是，“轻医美”并非零风险。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多地查处涉及“轻

医美”的相关案件：重庆市江北区警方破获
一起涉医疗美容行业生产、销售假药案，查
扣假冒伪劣肉毒素 9万余瓶、麻膏 150余公
斤，涉案金额超2亿元；兰州市公安局成功侦
破妨害药品管理案，捣毁家庭式医美“黑诊
所”6处，查处用于存放肉毒素仓库 3处，涉
案价值1000余万元……

与此同时，一些求美者对医疗美容的风
险性也缺乏充足认识。今年 4月中旬，南昌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疑为肉毒素
中毒的患者。患者在一家美容机构注射肉

毒素后出现四肢瘫软、说话困难、呼吸不畅
等症状，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

专家表示，从根本上讲，“轻医美”仍是
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医疗风险，如果患有
一些基础疾病，或是因为美容过程中操作不
当，都可能在术中、术后引起并发症，严重时
甚至会危及生命。

“美丽项目”要把好资质关

随着医疗美容市场蓬勃发展，越来越多
人“入局”医疗美容特别是“轻医美”行业，但
其中不乏无资质人员鱼龙混杂。

对于医疗美容行业的准入管理，国家有
明确规定。《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强调，负
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必须同时具
备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
科工作经历等条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
容行业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医疗美容
服务属于医疗活动，未依法取得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发放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

“诊所备案凭证”，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与外科手术需要大型设备和手术团

队、只能在医院开展不同，注射美容、激光美
容等项目基本操作相对简单，也有更多非法
行医现象，给监管带来一定困难。”国家整形
美容质控中心副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
容外科主任医师龙笑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无资质人员在
宾馆酒店或居民楼里租间房子就开展医疗
美容项目；一些“黑诊所”与美发店、按摩店
串通，让后者给自己输送客户。

“近日医院接诊的一位患者在‘私人诊
所’打了好几针‘医美针’，脸部出现严重过
敏反应，但患者甚至不清楚注射的是什么，
导致后续治疗困难。”山东省省立医院烧伤

整形外科主任霍然说。
专家提示，求美需要“擦亮眼睛”，以安

全为基石，提前充分了解医疗美容项目风
险，不要盲目听信营销噱头，客观、理性选
择。同时，要选择正规机构，咨询正规医生，
使用正规产品。

多方护航“变美之路”

近年来，相关部门加大对医疗美容行业
的监管整治力度，取得明显成效。国家卫健
委等部门加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工
作，对医疗美容等重点执业活动组织开展联
合专项整治；国家整形美容质控中心把降低
注射美容并发症发生率作为今年工作重点；
深化跨部门综合监管、严格规范医疗美容广
告发布行为、各地开展医疗美容机构专项整
治行动……多方正在护航“变美之路”。

“更好地监管医疗美容行业，需要线上
线下并重，多部门协同，持续加强整治。”国
家整形美容质控中心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整
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王晓军说，要强化全行
业人员对整形美容专业临床质量安全的意
识，为公众营造一个绿色、健康、规范、高质
量的行业发展环境，让求美者在安全的环境
中实现美丽的愿景。

“美没有固定标准，变美不能以损害健
康为代价。”王晓军建议，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不要盲目跟风，如需进行医疗美容项目，
要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

中国消费者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皮小
林提醒，求美者应留存好消费凭证和证据材
料，如果遇到权益受损，及时与医美经营者
协商解决，也可向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政部
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林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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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变美”更安心
——来自“医美热”的观察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现场“开方”为企业解难题

王威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