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壶口瀑布冰瀑与彩
虹交相辉映（12月21日摄，
无人机照片）。

近日，随着气温骤降，黄
河壶口瀑布呈现出别样奇
观：飞溅的浪花，在两岸崖壁
之上凝固成巨大冰瀑，点缀
着一条条银装素裹的冰柱，
玲珑剔透，错落有致；激起的
水雾，在阳光的映射下，彩虹
横亘其间，宛如一幅幅画卷。

新华社发

黄河壶口
冰瀑彩虹
映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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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太仓经济开发区陈秀云文具用品店遗失
公章，编号：3205852089043，发票专用章，编
号：92320585MA1PF7A06H，声明作废。

●宋红丽遗失太仓晟宇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开具的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童礼苑14栋
2804 室 房 款 收 据 ，编 号 ：1001867，金 额
479054元，声明作废。

●太仓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遗失江苏省社
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号码：19863、19864、
19873、19874、19878、19883、19888、19892，
声明作废。

因苏州大市范围将统一切换上线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2021年 12

月30日20时至2022年1月4日9时，

太仓市民医保刷卡将受影响。

2021年12月24日17时起,暂停

办理我市医保柜面和线上业务（实时

联网结算除外）。2021年12月30日

20时至2021年12月31日24时期间

暂停所有定点单位的联网结算、2022

年1月1日0时至2022年1月2日8

时期间暂停部分定点单位的联网结

算。在此期间，参保人员无法在暂停

联网结算的定点单位刷医保卡或扫医

保电子凭证结算医保费用，相关费用

需要参保人员垫付，待联网结算恢复

后持垫付票据在2022年3月31日前

至原就医购药的定点单位办理退费，

重新刷卡或扫码结算。

为确保已发生医疗费用的正常结

算，2021年12月30日20时暂停联网

结算前，各定点医疗机构（包括异地医

疗机构）的在院参保患者，需要提前办

理医保结算手续，并以自费患者身份重

新进行入院登记，待恢复联网结算后，

由医疗机构办理自费转医保手续并清

算相关费用。此外，在院生育妇女同样

需要在暂停联网结算前，办理医保转自

费手续，待恢复联网结算后，由医疗机

构办理自费转医保手续并清算相关费

用。

按照时间计划表，2022年1月1

日0时至2022年1月2日8时期间，

我市将根据系统测试情况，逐步恢复

部分定点单位的联网结算，参保人员

可根据相关定点单位公示，在已恢复

的定点单位刷卡或扫码结算医保费

用；2022年1月2日8时起，我市将全

面恢复所有定点单位联网结算；2022

年1月4日9时起，我市医保柜面和线

上业务逐步恢复办理。

系统切换期间，市民如有疑问，请

拨打12345或12393热线咨询，或搜

索太仓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咨

询。

重要通知
上线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太仓医保业务暂停办理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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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21年岁末，新冠疫情这场
百年未遇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依
然复杂严峻。

回首这一年，大规模疫苗接种助力
世界阻击疫情，但病毒频繁变异，变异
毒株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先后袭来，发展
中国家尤其最不发达国家深陷“免疫鸿
沟”，个别西方国家将病毒溯源政治化
制造分裂，全球抗疫之路充满波折。

全球疫情之反复不断告诫世人，人
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要国
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解决好疫苗产能
和分配问题，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持续深
入推进疫苗接种，同时坚持科学施策，
统筹药物和非药物干预措施，摒弃零和
思维和政治偏见，人类终将共同赢得这
场与新冠病毒的持久战。

战疫进入艰难相持期

过去一年里，全球疫情起伏反复，
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战斗处于艰难相持
阶段。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1
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7亿
例，较年初增长约1.9亿例；累计死亡逾
530万例，较年初增长约350万例。

从世界卫生组织绘制的每周疫情
曲线图可看到，全球每周新增病例数在
2月中下旬降至240万例的年度最低点
后迅速反弹，于4月底5月初达到570
万例的最高点；然后连续下降近两个
月，于6月中旬降至250万例后，再次连
续两个月上升，于8月中下旬达到450
万例的新峰值；此后疫情再次开始缓
和，于10月中旬降至270万例的低值
后再次反弹。全球每周新增死亡病例
数曲线大致相似，但时间上稍稍滞后。

从国家和地区层面看，美国已在相
当长时间内在确诊和死亡病例两项数
据方面高居全球之首，累计确诊病例已
超5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已超80万
例。在遭遇疫情一波又一波的沉重打
击后，美国今冬抗疫形势依然严峻。事
实证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发
达、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没能通过疫
情“压力测试”。

由于冬季来临，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来袭，加上过早解封、疫苗接种不足等
问题，欧洲自11月以来再次成为全球
疫情的“震中”，多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居高不下。受到奥密克戎扩散和
疫苗接种不足影响，非洲地区近期遭遇
第四波新冠疫情。世卫组织数据显示，
截至19日的一周，非洲地区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25.6万例，较前一周飙升
53%，形势十分严峻。

全球疫情反复促反思

回顾这一年，年初不少人还过度乐
观地认为，随着疫苗大规模投入使用，
新冠大流行趋于结束。但现在面对新
的变异毒株接二连三地出现，疫苗也不
再被视为“万能药”。

复盘看，有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新
冠病毒的威力与危害，防控措施形同虚
设，同时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些薄弱
环节暴露无遗。正如全球防范监测委
员会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所言，新冠
大流行暴露了一个不平等、分裂和不负
责任的“破碎”世界。

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负责任地
“躺平”，在疫情尚未出现实质性好转时
在全世界带头以不同形式“与病毒共
存”。在美国，抗疫问题被政治化，相关
防疫措施要么被延迟，要么被搁置，执
行了的也往往打折扣。疫苗接种率不
够高，病毒传播尚无法被有效阻断。随
着新冠病例越来越多，病毒变异的机会
随之增加。目前，德尔塔已成为大部分
地区流行的主要毒株，奥密克戎毒株首
次确认后不到两个月，已迅速蔓延至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阿尔
法、贝塔、伽马3种毒株被世卫组织列
为“需要关注”。

其次，全球新冠疫苗分配呈两极
化，疫苗分配不公暴露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体系短板。疫苗是终结大流行的重
要武器，只有构建起全人群免疫屏障，
才能有效遏制病毒传播。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年初指出，疫苗公平是人类
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道德考验。然

而随着疫苗接种推进，发达国家和低收
入国家接种不平衡问题却更加突出。
英国牛津大学“用数据看世界”网站数
据显示，截至12月20日，全球累计接种
新冠疫苗87亿剂次，全球有56.8%的人
口至少接种一剂疫苗，而低收入国家这
一比例仅为7.6%。一些发达国家奉行

“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囤积过剩疫苗，
而且连承诺的疫苗援助也未完全兑
现。截至11月25日，美国仅交付了其
向国际社会承诺提供疫苗剂量的25%。

第三，一些国家过早放松防控措
施，在疫情反弹时防疫又慢半拍。限制
措施反反复复，导致疫情难以遏制，民
众也出现了“抗疫疲劳”。古特雷斯曾
在11月1日全球新冠死亡病例数超过
500万例时直言，许多地区的抗疫行动
是失败的，“如果认为大流行已经结束，
那就错了。随着许多地方放松限制措
施，我们必须加大疫苗接种力度，同时
保持警惕，包括采取明智、得到验证的
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
距离”。

第四，个别国家破坏和干扰全球抗
疫大局的行为带来恶果。新冠病毒溯
源是一个严肃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
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但
美国动用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新冠病毒
溯源报告，将溯源政治化，将自身抗疫
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疫情暴发以来，
美政客种种违反科学、破坏团结的政治
操弄，成为全球团结抗疫的最大“毒
瘤”。

团结合作是人间正道

如果将来人们要评价2021年全球
抗疫的最大成就，那一定是新冠疫苗的
大范围推广使用。

全球科研人员分秒必争，创下疫苗
研发速度新纪录，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
机构也快马加鞭快速审批。迄今，已有
辉瑞、阿斯利康、强生、莫德纳、中国国
药、科兴、印度血清研究所等生产的多
款新冠疫苗被世卫组织纳入紧急使用
清单。

必须指出的是，多边机制在全球疫
苗分配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
世卫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全球
疫苗免疫联盟共同领导的“新冠疫苗实
施计划”旨在确保所有参与国家和经济
体能公平获得疫苗。官方数据显示，截
至12月21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已
向全球 144 个参与方出货疫苗超过
7.92亿剂。中国加入并支持“新冠疫苗
实施计划”，迄今已向该计划供应超过
7000万剂疫苗，并捐赠1亿美元。

新冠药物方面也陆续传来好消
息。11月初，全球首个抗新冠口服药莫
那比拉韦在英国率先获批；12月中旬，
另一款新冠口服药PAXLOVID由欧洲
药品管理局建议紧急使用。中国首个
新冠抗体药物已获批上市，还有多款新
冠药物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初步显示积
极疗效。

得益于大规模疫苗接种以及更多
药物进入临床治疗等“组合拳”，多国新
冠重症率和病亡率显著下降。

病毒无国界。疫情面前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
人间正道。

关键时刻，中国以实际行动作出表
率。中国迄今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近20亿剂疫苗，占中国以
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
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还同
30多个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
伙伴关系倡议，同19个发展中国家开
展疫苗联合生产。一支支中国疫苗跨
越山海，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解了燃眉之
急，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
器。要在与病毒的持久战中获胜，各国
科研人员还需要在流行病学调查、临床
治疗、药物研发、新一代多价疫苗研发、
变异毒株特性研究等领域携手攻关，力
求取得更多惠及全人类的突破性成
果。与此同时，各国应摒弃偏见，携手
而行，坚持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方
能应对不断出现的疫情新挑战，共同交
出抗疫“大考”的合格答卷。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新华社昆明12月22日电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
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12月21日，中老铁路累计开
行货物列车203列，发送货物超5万吨，呈稳步增长
态势。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我国与老挝、泰国等国间
货运更加便捷。截至21日，中老铁路中国段累计发
送货物总量2.8万余吨；老挝段累计发送货物总量
2.2万余吨。

自12月3日昆明站首发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
车后，山东等地依托中老铁路相继发出国际货物列
车。目前开行的203列货物列车中，47列为国际货
物列车。据统计，进口货物主要有天然橡胶等，出口
货物主要有蔬菜、水果、机电产品。

与此同时，中老铁路客运量也节节攀升。为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持
续增开中老铁路中国段列车，从开通初期的17.5对
增加至上周最高31.5对，西双版纳站最高当日发送
旅客突破6000人。

中老铁路货运稳步增长
发送货物超5万吨

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税务局22日发布通知指出，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社会公众人物，
更要严格遵守税法规定，年底前纠正涉税问题。

一直以来，税务部门坚持依法依规，持续加强税
收服务和监管工作。2021年9月份，国家税务总局
办公厅印发有关通知后，许多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纳
税人主动联系税务部门进行了自查补税。对个别存
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提醒、督促、警告后仍
拒不配合整改的，税务部门依法开展税务稽查，选择
部分情节严重的重点案件进行了公开曝光。

为进一步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通知
要求此前尚未关注自身涉税问题或自查整改不到位
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抓紧对照税法及有关通知
要求进行自查，并于2021年底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
告和纠正涉税问题，税务部门将依通知要求从轻、减
轻或者免予税务处罚。对仍拒不自查自纠或者自查
自纠不彻底的，税务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上海要求艺人主播
年底前纠正涉税问题

新华社贵阳12月22日电 据贵州省自然资源厅
22日发布，贵州已查明发生地表变形的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点有10111处，这些隐患底数将是今后的地
灾防治重点。

贵州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全省沟壑纵
横、岩溶发育，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面积达13.6万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7%；已查明的1万余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在全省88个县（市、区）。

开展普查、摸清灾害风险底数是灾害防范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据了解，2021年贵州在开展全省地
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中，采用无人机航测、地面三维
激光扫描等先进技术手段，调查自然地理和地质环
境条件；对隐患分布区域的人口数量、财产值及环境
等要素进行重点调查；将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沉
陷、地裂缝等灾种全部纳入普查范围。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全省普查的野外作业已全部完成，进入查缺补漏阶
段。下一步，贵州将逐步完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
综合治理和应急处置，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能力。

贵州查明地质灾害
风险隐患点超1万处

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 22日，世界首条35千
伏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在沪投运，标志着这一
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
破，有效解决窄通道大容量输电难题，有助于消除负
荷热点地区的供电“卡脖子”现象。

据悉，35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位于上
海市徐汇区长春变电站和漕溪变电站两座220千伏
变电站之间，线路全长1.2公里，设计电流2200安
培，为国家电网在国内首次建设的超导输电项目，是
目前世界上输送容量最大、线路最长、全商业化运行
的35千伏高温超导电缆。

超导输电的原理是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环
境中，利用超导材料的超导特性，使电力传输介质接
近于零电阻，电能传输损耗趋近于零，从而实现低电
压等级的大容量输电。

该示范工程由国网上海电力承建运维，项目自
2016年启动至全线投运，历时5年多；工程主体部
分于2020年4月开工，历时1年半完工。

“一条35千伏超导电缆相当于传统220千伏电
缆的输送容量，可以替代4至6条相同电压等级传
统电缆，较以往可节省70%的地下管廊空间。”国网
上海电力总工程师谢伟说，这种传输效能和空间经
济性上的显著优势，使得超导电缆适用于将大容量
电能直接输送到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区域。

当前，全球范围内超导输电技术的研发方兴未
艾。近15年来，上海持续支持高温超导研发和产业
化，形成了从超导材料到电缆集成的核心能力。

下一步，上海将全力推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超导产业高地。一是深入研究超导电缆的可靠
性、经济性，推动超导电缆实现从“样品”转变成“产
品”；二是突破高温超导材料低成本制备等关键核心
技术，打造超导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三是不断拓展磁
浮、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的超导应用；四是搭建国际交
流平台，打造超导产业发展的集聚地。

抗疫2021
——波折与希望交织的一年

世界首条35千伏公里级
超导电缆在沪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