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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看来，“小眼镜”要防也要
治。一旦近视了，需要采用有效干预
措施，避免近视度数过快增长。

“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需要根
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矫正手段，如光学
手段、药物、行为学等。”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说，
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症状和情况，主
动寻求专业医学帮助，并根据医生建
议进行治疗和矫正。

专家表示，近视防控需综合施
策，但需注意安全性和效果的评
估。在行为学控制方面，除了户外
活动，正确的坐姿、握笔姿势以及良
好的家庭光线环境也是预防近视的
关键因素。

王宁利表示，高度近视由于眼轴
增长引起眼球形态和结构的改变，易
进展为病理性近视，进而可导致多种
眼部并发症。

据介绍，新版指南进一步明确了
近视的矫正和控制措施，包括框架眼
镜、角膜接触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
液等，旨在指导医疗卫生机构、近视
防控专业技术人员等为儿童青少年
选择适合的方式。

“需要注意，角膜塑形镜和多焦
软镜等器械及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
都是控制近视进展的措施，使用后不
能从根本上治愈近视。”王宁利说。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记者董
瑞丰 顾天成 徐弘毅 梁军）

“大处方”防治“小眼镜”
——来自第29个全国爱眼日的观察

6日清晨6时6分，一支66人的户外跑
步队伍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珠江新城
院区出发，以“123一起奔赴世界光明未
来”为主题，呼吁公众对体育健身与眼健康
的双重关注。

2024年全国爱眼日宣传主场活动当
天在广州举办。活动现场，全国防盲技术
指导组解读了最新发布的《近视防治指南
（2024年版）》。

新版指南将近视防控分为近视前驱
期、近视发展期、高度近视期、病理性近
视期。根据指南，近视前驱期的儿童通
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
负荷等综合措施干预，可有效减少近视
的发生。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介
绍，新版指南专门提出对远视储备的保护
等，并对不同分期给出了近视防控措施的
指导建议，将更精准地在公共卫生层面指
导近视防控。

为何强调儿童青少年的户外活动？王
宁利表示，户外活动防控近视的作用与暴
露时间、光照强度有关。为更好预防“小眼
镜”，应保障儿童青少年的户外活动时间
量，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

此前，国家疾控局已发布《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技术指南》等，
提出采用三级预防策略，近视防控关口要
前移到孕期、婴幼儿和学龄前阶段。

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为51.9%，较2018年下降了
1.7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呈下降趋势。但视屏时间增加、户外
活动不足等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小眼
镜”防治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甘肃兰州一家眼科医院2023年在
当地普查时发现，121个幼儿园里约有
两成儿童存在远视储备不足的情况。

近视监测网络全覆盖、近视防控
专家进校园、持续推广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工作……政府部
门、专业机构、学校、家庭、社区深度协
作，精准干预多一些，“小眼镜”才能更
少一些。

在河北，疾控部门抓监测干预、中
医药部门做好中医技术指导、教育部门
协调配合、财政部门保障经费、专家提
供技术保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部
门间协作机制不断健全。

在四川，儿童青少年近视监测与干
预工作深入开展，对全省各县（市、区）
的900余所学校教学与生活环境进行
检测，针对课桌椅分配符合情况、课桌
面和黑板面平均照度等影响视力较大
的因素提出相关整改建议。

在上海，发布远视储备地方标
准《儿童青少年裸眼视力和屈光度
评价规范》，对远视储备不足人群提
前预警。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还要做好科普宣传，指导学生、家长和
教师了解科学用眼和护眼知识，帮助儿
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用眼卫生习惯。

提倡儿童每天户外
活动至少2小时，从幼儿
园开始定期检查视力、屈
光度等，推动近视科学矫
治……防治“小眼镜”不
只是一家之事，还需要更
多公共卫生“大处方”。

今年 6 月 6 日是第
29个全国爱眼日。如何
多方协力更好防治儿童
青少年近视？记者进行
采访。

指
南
更
细

加
强
﹃
近
视
前
﹄
预
警

多
措
并
举

突
出
精
准
干
预

警
惕
眼
病

近
视
要
防
也
要
治

1 2 3

嫦娥六号完成“太空接力”

月背珍宝搭上“回家专车”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宋晨 温竞华）6

月6日14时4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
和返回器组合体完成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并于15
时24分将月球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

这是继嫦娥五号之后，我国航天器第二次实
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护送月背珍宝回到地球，需要先将其送上“回
家专车”返回器。这个过程堪称一场精彩绝伦的

“太空接力”——
首先是上升器向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飞

奔而来”。携带月壤的嫦娥六号上升器自4日上
午从月球背面起飞，先后经历垂直上升、姿态调整
和轨道射入三个阶段，进入环月飞行轨道。

接下来是双方“步步靠近”。当上升器在轨道
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公里、上方约10公
里位置时，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通过近程自主
控制逐步靠近上升器，完成轨道交会。

最后一步是“精准交棒”。上升器和轨道器同
时在轨高速运动，轨道器必须抓住时机，精准捕获并
紧紧抱住上升器，完成对接。为了让上升器稳稳投
入轨道器的怀抱，研制团队设计了抱爪式对接机构
——轨道器配置的3套K形抱爪对准上升器连接面
的3根连杆，通过将抱爪收紧实现两器紧密连接。
这一过程就像运动员用手握住接力棒的动作。

之后，装载着珍贵月球背面样品的容器从上
升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月背珍宝稳稳搭上了

“回家专车”，完成了嫦娥六号此次月背采样返回
任务的又一关键环节。

在这场环环相扣、步步关键的“太空接力”中，
还有“一双明眸”——双谱段监视相机，记录下距
离地球38万公里外的浪漫牵手。

后续，嫦娥六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将与
上升器分离，进入环月等待阶段，准备择机实施月
地转移轨道控制，经历月地转移、轨道器和返回器
分离等关键步骤后，返回器将按计划携带月球样
品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让我们一起期待月背珍宝平安回家！

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
水轮机模型通过验收

新华社成都6月6日电（记者萧永航）近日，东
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
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模型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水力机械实验室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高水头
大容量冲击式水电机组研制取得重要成果。

验收专家组全程现场观摩试验过程，验收结果
与初步试验结果吻合，专家组成员一致同意东方电
机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模型通过验收。东方电机
后续将按照该模型制造500兆瓦冲击式水轮机。

据介绍，该水轮机应用电站具有高水头、大容
量、高海拔等特点，共装设2台（套）单机容量500
兆瓦的冲击式水电机组，东方电机负责其中1台
（套）机组的研制、供货。该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
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是现阶段
国内唯一可开展500兆瓦级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
机组研制及应用示范的水电项目。

今年全国农业灌溉面积
已超4亿亩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刘诗平）水利
部副部长朱程清6日表示，今年我国已累计灌溉
供水528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过4亿亩，为保障
夏粮丰收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朱程清在水利部举行的水利保障农业生产有
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去年全国实施598处大
中型灌区建设改造项目，灌排体系进一步完善，已
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3500多万亩，在今年春季
农业生产中发挥效益。

同时，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
排国债资金实施1197处灌区建设改造，开工率已达
九成，为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夯实水利
根基。

“眼下，已进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农忙
模式，水利部将抓实抓细农业生产水利保障各项
措施落实，提早安排部署，持续推进灌溉供水保障
工作，全力服务好农业生产。”朱程清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部统计显示，我国
已建成大中型灌区7300多处，另有泵站、机井、塘
坝等各类小型农田水利工程2200多万处。耕地
灌溉面积达到10.55亿亩，在占全国55%的耕地面
积上生产了全国77%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
物，成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

6月6日，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中心幼
儿园的小朋友在检测视力。 6月6日，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龙川小学，医务人员为学生讲解护眼知识。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6月6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水位
下降后的三峡大坝，三峡水库水位下降后的消落
带清晰可见。

当日8时，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5米，提前4
天完成消落任务。这意味着三峡水库已腾出221.5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正式转入汛期防洪调度。

新华社发

三峡水库提前完成汛前消落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申
铖）记者6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
将于6月14日发行2024年超长期
特别国债（三期）（50年期），竞争性
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这将是50

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首次发行。
根据财政部当日公开发布的通

知，本期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附
息债，将通过财政部北京证券交易所
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进行招标发行，票

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
本息兑付日期方面，通知明确，

本期国债自2024年6月15日开始计
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付息日为
每年6月15日（节假日顺延，下同）

和12月15日，2074年 6月15日偿
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根据财政部此前公布的发行日
程，今年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共
22 期，期限分别为 20 年、30 年和

50年，发行期数分别为7期、12期、
3期，发行时间自 5月中旬持续至
11月中旬。此前首发的 30年期、
2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均受到市
场欢迎。

350亿元！

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即将首次发行

财经聚焦

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陆续发
行，其投向的重大项目也在积极储
备和准备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
超此前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做好
超长期特别国债第一批项目下达准
备，梳理出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要
求、可立即下达投资的重大项目，待
国债资金到位后即可加快建设。从
今年2月开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多

次组织各地方各相关部门，梳理储
备今年能开工建设的超长期特别国
债项目。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
表示，考虑到债券发行到投资落地
形成实物工作量的时间周期，预计
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对经济的支撑
作用将主要体现在今年三季度后半
段与四季度。

发债“日程表”显示，今年 20
年、30年和5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将分别发行7期、12期、3期，发行
时间自5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发行节奏较为平稳。

“超长期特别国债陆续发行，
将为长期项目建设、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等提供有力支持，对总需
求的正向影响有望逐步显现，为
经济回升向好持续增添动力。”赵
伟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记
者姚均芳 张千千 李延霞）

超长期特别国债陆续发行，市场表现如何？
5月中旬开始，备受关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开启发售，受到市场欢迎。其中，机构投资者为购买主力，部分银行也开放

对个人投资者的销售渠道。专家表示，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陆续发行，将有力推动相关重大项目建设。

5月17日，400亿元首期30年超
长期特别国债亮相，完成招标发行，市
场认购热情高涨。首期债券发行，开
启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序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
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
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
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
万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服务专项需求、
资金使用针对性强，能够为国家重大
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
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南开大学金
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说，同时，还

能丰富金融市场投资品种，改善国债
期限结构，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对于国债来说，机构投资者购买最多，
是最主要的投资群体。

继30年期特别国债首发后，5月
24日20年期特别国债顺利首发。50
年期特别国债则将于6月14日首发。

据了解，近期，四川、海南、天津、
湖南、青海等多地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相关工作。
其中，四川提出，要全力争取第一批项
目获得最大支持，抓紧做好第二批项
目申报工作，推动更多项目进入国家
盘子，确保按各批次要求如期开工。

在发行方式上，今年的超长期
特别国债均采用市场化方式，全部
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公开招
标发行。个人投资者不能通过发行
系统直接参与招标购买，但可以在
交易所市场或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开
通账户购买和交易。

记者了解到，在招标发行之后，
部分银行根据市场需求，向个人投
资者销售了一定额度的超长期特别
国债。

浙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
月20日和5月27日，该行分别面向
个人投资者销售了3000万元30年

期和1.8亿元20年期特别国债，当
日很快售罄。

5月20日和5月27日，招商银行
也面向个人投资者分别销售了约4
亿元30年期和约5.5亿元20年期特
别国债。招行工作人员介绍，在提供
柜面和网上银行渠道基础上，第二次
销售增加了手机App购买渠道，客
户需求显著提升，20分钟内即售罄。

浙商银行也表示，计划6月11
日销售30年期特别国债续发，6月
17日销售50年期特别国债首发。

交易所市场方面，5月22日和5
月29日，30年和20年超长期特别

国债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与储蓄式国债

不同，超长期特别国债属于记账式
国债，可以上市交易，交易价格会根
据市场情况波动。因此，不以持有
到期而以交易获利为目的的记账式
国债个人投资者应具有一定投资经
验和风险承担能力。

“从已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看，主要投资者依然是机构。”国金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说，超长期
特别国债有本息收入，也有投资损
益。个人投资者购买需要根据自身
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完成两期发行A

部分银行开放对个人投资者销售渠道B

加快推动落地助力经济回升向好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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