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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来了！将带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记者王雨萧、潘洁

国务院3日对外公布《政务数据共享
条例》，对政务数据的目录管理、共享使
用、平台支撑等工作进行部署。条例将
如何推进政务数据安全高效共享利用，
进一步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政务
服务效能？

“规范、高效的政务数据共享，是提
升政务服务效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引擎。”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说，条例作为
第一部促进政务数据共享流通的行政法
规，标志着我国政务数据管理迈入法治
化新阶段。

“长期以来，一些政务数据资源存在
底数不清、重复采集、来源不一等问题，
难以充分发挥价值。”中国政法大学法治
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表示，条例首次从
国家层面以系统性法规形式明确了政务
数据共享的体制、路径、规则、保障措施、
法律责任等，为提升政府整体治理能力
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

条例将如何助力破解政务数据共享
工作实践中统筹管理机制不完善、供需
对接不顺畅、共享应用不充分等痛点难
点？

赵鹏表示，条例规定整合构建全国
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要求政府部门

已建设的政务数据平台纳入全国一体化
政务大数据体系，政府部门通过政务大
数据体系共享政务数据，推动形成政务
数据共享“全国一盘棋”格局。

“条例详细规定了数据目录管理、数
据共享使用全过程各环节的具体要求，
特别是对涉及多部门收集的政务数据，
明确数源部门牵头收集的职责，要求政
府部门不重复收集可以通过共享获取的
政务数据。这些要求有效弥合了以往政
务数据共享工作中的‘模糊地带’，为数
据共享提供了更加细致、明确的规则。”
孟庆国说。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现
象，条例明确“不得通过擅自增设条件等
方式阻碍、影响政务数据共享”，对不予
共享类政务数据，应当“明确相应的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依据”，并
要求政务数据共享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政
务数据共享争议解决处理机制。

如何确保共享的政务数据安全，既
促进政务数据共享，又提高数据安全防
护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按照谁管理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政务数据
共享各环节安全责任主体”“采取技术措
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防止政务数据被篡

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
等。

“条例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
统一、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明确了
政务数据提供、使用、管理等各环节主体
的安全管理义务和责任，为筑牢数字政
府建设安全防线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说。

专家认为，政务数据安全高效共享
利用，将有效助力提升政府服务效能，进
一步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条例的出台将有力推动多部门各
层级之间协同共振，形成‘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合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
授江小涓说。

江小涓表示，通过政务数据的归集
共享与分析，可精准匹配符合政策条件
的企业和群众，实现政策“免申即享”“精
准直达”，将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营造更加高效、透明、便捷的营商环境。

为基层减负和赋能水平也将进一步
提升。

浙江省数据局局长金志鹏表示，条
例明确规定上级政府部门应当根据下级
部门的履职需求，及时、完整回流相关政
务数据，引导分散在垂直系统的政务数
据向基层沉淀，将有力推动“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向基层延伸，进一步强化数
据直达基层。

“过去很多数据由上级部门集中统
一管理，导致基层无法充分利用，存在不
少重复填报数据的现象。”江小涓说，条
例对加强这类数据的共享回流提出明确
要求，不仅将有效助力基层减负增效，也
将进一步提升数据质量，更好发挥政务
数据的效能。

如何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要

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从企业和群众办事
需求出发，有序推进相关业务系统与地
方数据平台数据双向共享，形成“以用促
享、以享提质”的良性循环。

“实践中还应强化数据安全治理的
主体责任，严格管控非必要采集数据行
为，依法依规打击数据超范围使用、隐私
泄露等数据滥用行为，确保数据善用。”
刘旭涛说。

去年以来，国家数据局累计发布了
7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助力
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国家数
据局数据资源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
极配合推进条例落地落实，加快公共数
据资源开发利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回
应
家
长
关
切

中
医
药
为
儿
童
青
少
年
健
康
护
航

新
华
社
记
者
田
晓
航

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如何用祖国医
学的智慧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围绕“小眼
镜”、“小胖墩”、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等家长关
心的问题，医学专家详解中医药防治方法。

减少“小眼镜”
放眼四周，“小眼镜”为数不少，长期注视电

子屏幕也把眼疲劳、干眼等带给了孩子，这让广
大家长颇为头疼。

“中医对近视有上千年的认识。”全国中医
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治中心主任亢泽峰说，在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改善用眼环境、科学验光配
镜等基础上，应用眼保健操、耳穴压丸、揿针、针
灸、刮痧等中医适宜技术，可以有效防控近视发
生发展。

以眼保健操为例，亢泽峰介绍，这是中医理
论指导下的眼周穴位按摩技术，只有做好高质
量的眼保健操才能发挥放松眼睛、减少调节滞
后、改善视疲劳症状、防控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作
用，这要求操作时全身放松，呼吸平稳，选穴准
确，力度适中，按揉时感受到“酸、麻、胀、痛”的

“得气感”，且坚持每天操作不少于2次、每次不
少于5分钟。

而通过辨证应用相关中药进行眼部熏蒸，
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调节泪液分泌，缓解眼
部不适，改善干涩、疲劳、异物感等症状。亢泽
峰说，可将菊花、决明子、枸杞子、桑叶等泡水加
热，利用其散发的热气熏蒸眼部，熏蒸后直接饮
用茶汤。

防变“小胖墩”
专家介绍，小儿肥胖、超重一方面是先天因

素导致的，与体质禀赋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与
饮食不节、缺乏运动、情志失调等后天因素有
关。

不做“小胖墩”，如何预防和调养？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戎萍说，中医讲
究饮食有节，儿童青少年应注意膳食平衡，养成
良好用餐习惯，规律进食；同时可采用食疗方法
或中药代茶饮，如以新鲜荷叶、薏苡仁、粳米熬
粥给孩子间断服用，或将荷叶、桑叶、泽泻、山
楂、决明子、枸杞子用开水浸泡10分钟后，在一
天内间断代茶饮。

“古籍中的养生方法提到‘和于术数’‘不妄作劳’，这也体现了要
有适度的运动。”戎萍说，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等中医导引法是较好
选择，但需持之以恒；儿童还应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养成良好睡眠习
惯。

化解“坏情绪”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广受关注。对这一问题，中医

有着系统而独特的干预体系。
“中医认为儿童的情志问题与‘肝常有余，脾常不足’的生理特点

密切相关，通过多维度调理能有效改善情绪问题。”国家体育总局运动
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梁辰举例说，对于轻中度情绪
障碍，推荐将甘麦大枣粥作为基础食疗方，配合每日晨起练习八段锦，
还可采用推拿和耳穴疗法；对于伴随明显症状者，中医强调辨证施治。

增强“小身板”
孩子长不高，有没有办法“拔一拔”？梁辰说，中医认为身高的增

长关键在于“肾精充盛，脾胃健运”，因此，中医调理往往从补肾和健脾
入手，同时配合起居、运动等方面进行综合干预。其中，开具方药需要
专业中医师根据孩子的具体体质辨证使用；居家可应用食疗方法，既
安全又有效。

此外，专家介绍，中医在脊柱侧弯初期可通过手法调整、功能锻炼
等方法进行干预；针对孩子体质虚弱、容易感冒咳嗽的情况，肺脾气虚
者可用黄芪、白术、防风等熬粥或煲汤，气阴两虚者可用沙参、麦冬、山
药等熬粥或煲汤；中医在性早熟干预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副作用相
对较小。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记
者王优玲）记者 4 日从住房城乡
建设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679
个。分地区看，河北、重庆、辽
宁、上海、浙江、湖北等 6 个地区
开工率超过50%。

2025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2.5万个。据介
绍，2019 年至 2024 年，全国累计
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8万个，惠及
居民4800万户、超过1.2亿人，共
改造提升各类老化管线 36 万公
里，增设停车位387万个，建设养

老、托育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7.8
万个。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
部将在完成“十四五”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任务的基础上，继续深
入推进这项工作，重点做好小区
内老化管线改造，消除安全隐
患。开展建筑物屋面、外墙、楼
梯等公共部位维修，小区环境及
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
节能改造，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
装电梯，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
活环境。

2025年全国“服务消费季”
活 动 在 南 京 启 动
新华社南京6月3日电 （记

者刘巍巍、谢希瑶）2025 年全国
“服务消费季”暨“苏新服务·惠享
生活”活动启动仪式 3 日在江苏
南京举行，旨在通过“政策+活
动”双轮驱动，培育服务消费热
点，进一步推动供需互促、良性循
环。

商务部在启动仪式上发布
《2025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
案》。活动以“乐享美好服务，共
创幸福生活”为主题，按照“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创新增效、提质
惠民”原则，由12个中央部门、13
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各地方和头

部平台企业参与，合力推出 160
余项重点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激
发消费潜能，扩大品质供给，满足
群众多样化需求。

在启动仪式现场举行的“漫
游苏适圈”互动体验集市，依托南
京玄武湖“城市绿心”生态优势与
金陵Style融合消费场景，通过全
生命周期场景体验、跨界领域融
合、超百品牌矩阵、沉浸式样板间
等核心亮点，展现服务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

本次活动由商务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主办，江苏省商务厅、
南京市人民政府承办。

今年前 4 月全国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679个

“三夏”时节，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68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农民抢
抓晴好天气收获小麦、播种秋粮，田间地头一派农忙景象。

上图为6月5日，在嘉祥县仲山镇，收割机在收获小麦（无人机照片）。
下图为6月5日，在嘉祥县仲山镇，收割机将收获的小麦装车（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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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宣部启动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五大工程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王鹏、

史竞男）记者5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
的通知》，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实施质量，通过阅读筑牢青少年的民
族文化根基、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和
创新能力，为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提出，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

已有工作基础上，创新实施五大工程。
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工程，将阅读有机融
入学校教育教学，倡导分学段阅读目标，
开展“每天阅读一小时”“周末阅享半日”
行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实施阅读资
源优化工程，丰富资源供给，强化阅读推
广，开展“一人一本书，送你金钥匙”活
动。关爱特殊群体，实施“光明未来计
划”和“乡村学校图书馆振兴计划”。实

施阅读素养培育工程，研制青少年阅读
指数，加强阅读指导队伍建设，探索家庭
亲子阅读指导路径策略。实施科技赋能
阅读创新工程，强化数智赋能，推动数字
阅读和传统阅读相结合，开发“AI阅读助
手”，推动中小学校逐步覆盖“AI伴读计
划”，打造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2.0版，
以数字化支撑青少年阅读和终身学习。
实施阅读成果展示转化工程，鼓励青少

年学生阅读后进行深度思考，开展“行走
阅读”，做到读思结合，知行合一。

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将读书行
动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建设紧
密结合；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家校社协同，
鼓励各地各校结合实际打造读书活动品
牌；强化宣传推广，定期组织青少年学生
读书展示交流活动，支持各地创新探索深
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特色路径。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发布
“共护美丽长江”联合倡议

首个国产九价HPV
疫 苗 获 批 上 市

新华社厦门6月4日电 （记者
付敏）记者4日从厦门大学获悉，近
日，由厦门大学、翔安创新实验室
夏宁邵团队和万泰生物联合研制
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
希菌）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上市。这是我国首个国产九价
HPV疫苗，标志着我国正式成为继
美国后第二个具有独立自主供应
高价次HPV疫苗能力的国家。

据介绍，九价HPV疫苗的研发
开始于 2007 年。最终历时 18 年，
研究团队突破了使用大肠杆菌平
台表达多型别 HPV 类病毒颗粒
（VLP）的技术难题并完成了关键临
床试验验证，研制成功首个国产九
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馨可宁

9。
自2019年起，九价疫苗已在全

国开展了5项临床试验，累计纳入
1.1万余名9至45岁健康志愿者，获
得坚实的研究数据。在整个临床
研究观察期间，九价疫苗的安全性
良好。此外，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开
展了九价疫苗与国外同类产品的
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九价疫苗在全
程免疫后表现出与已上市同类产
品相当的免疫应答。相关结果发
表在《柳叶刀-感染病学》。

人乳头瘤病毒是导致宫颈癌的
“罪魁祸首”，危害着全球女性的健
康。接种HPV疫苗是预防HPV感
染、降低宫颈癌等相关疾病发生风
险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

新华社重庆 6 月 5 日电 （记者周凯、吴
梦桐）2025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5日
在重庆市举办。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发布

“共护美丽长江”联合倡议，启动“共护美丽
长江，志愿有我”活动，以进一步凝结社会各
界力量，倡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良
好氛围。

2025 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提出20周年。今年的六五环境日以“美丽
中国我先行”为主题，旨在推动全社会进一
步树牢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汇聚起呵护美
丽中国、共同守护地球家园的磅礴力量。

长江经济带11位省（市）代表共同发布
“共护美丽长江”联合倡议，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

同推进流域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与修
复。同时，启动“共护美丽长江，志愿有我”生
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并进行火炬传递
仪式，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永续东流。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设美丽
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
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重要内容。要持续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系列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践行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壮大生态环境
资源服务力量，深化环保设施的公共开放能
力，广泛动员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家庭和
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
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4 中国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展示2024年我国生态环
境总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