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聚焦A10
2024年12月4日 星期三

责编：胡田野 编辑：石明顺 美编：王艳 校对：亚丽

热点追踪

新华社电
12月 3日，主题
为“多元 传承
创新：让传统医
药造福世界”的
2024 世界传统
医药大会在北
京开幕。

图 为 在 中
医药体验区，来
自泰国的参会
嘉宾在参观“丝
路香药”展示。

我国航空货运规模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据新华社电 记者 3日从交通运
输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
来，我国航空货运发展形势良好，国际
航空货运保持快速增长趋势，航空货
运规模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商可佳
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10月，民航
全行业共完成货邮运输量729.8万吨，
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9.3％。其中，国
际航线完成 293.2万吨，较 2019年同
期大幅增长48.5％。

今年以来，国际货运航班保持高
位运行，推动航空货运规模快速增
长。“以近一周为例，民航日均货运航
班 752架次，其中国际货班 498架次，
同比分别增长 70.9％、100.4％。从区
域来看，东南亚、中西亚、南亚、欧洲、
美洲等区域的航班量与 2019年同期
相比涨幅都超过100％。”商可佳说。

市场监管信用修复
将设全国统一平台

据新华社电 记者 3 日从市场监
管总局获悉，该局正加快推进市场
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开发建
设，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
上线，全面支撑高效办成信用修复

“一件事”。
经营主体只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首页的电子营业执照登
录统一平台，即可一键获取行政处罚、
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
违法失信信息，全方位了解自身信用
状况。

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各
类违法失信信息，经营主体均可一键
申请信用修复，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
道，实现异地信用修复，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提高信用修复效率。
其他部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依法公示的行政处罚等违法失信信
息，也会在统一平台设置弹窗提醒，一
键告知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的渠道，助
力经营主体信用修复。

最高法发布
继承纠纷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3日
发布第一批四个继承纠纷典型案例。

王某诉赵某等法定继承纠纷案
中，人民法院主动向当事人告知关于
遗产管理人的规定，指导分居国内外
的当事人共同选定遗产管理人，完成
清理遗产、制作遗产清单、报告遗产等
事宜，最终引导各方当事人就遗产分
割达成和解协议，实现案结事了人
和。贾某一、张某诉贾某二、贾某三继
承纠纷案中，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有
关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制度的规
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可否作为遗产继承，存在不同
理解。农某一、凌某、农某二、农某三、
农某四诉农某五法定继承纠纷案中，
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判，明确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取得，农户
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
各项权益。户主死亡后，该土地承包
经营权不属于其遗产，不发生继承问
题，户内其他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可
以继续享有承包权益。

“用了‘无痛’分娩后，虽然还是
能感受到一点疼痛，但生产过程中
确实轻松多了。”不久前刚生完二胎
的成都市民秦女士告诉记者，8年前
生头胎时没用“无痛”分娩，疼了一
天一夜。“这次感觉好多了，没那么
受罪。”

“分娩镇痛是通过麻醉医师在
产妇腰椎脊髓的硬膜外注射麻药，
缓解其生产疼痛，相当于起到神经
阻滞的作用。”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麻醉科主任陈丽说，“这项技术十
分成熟，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过
大量实践验证。”

近年来，相关部门出台多个文
件推广分娩镇痛。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产
科医生夏伟说，从所在医院来看，通
过大力宣传、完善配套，分娩镇痛接
受度较高。“目前医院每年自然生产
的孕妇平均约 1万例，其中 8000多
例采用了分娩镇痛。”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
与 2015年相比，2022年 900多家试
点医院分娩镇痛率从 27.5％提升
到60.2％。

但我国不同地区分娩镇痛的开
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地区尤
其是西部地区和县级以下医疗机构
分娩镇痛率较低。记者在中部地区
某地级市采访发现，2023年，当地不
同医疗机构的分娩镇痛率从12％到
47％不等，平均在30％左右。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原副主
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
分会原会长姚尚龙说，今年 6月，根
据湖北省 333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统计，湖北省分娩镇痛率达60.4％；
根据各地统计数据估算，目前全国
分娩镇痛率约为50％。

政策鼓励“无痛”分娩进医保

技术推广还存哪些难题？
人们常说的“无痛”分娩，在医学上被称为分娩镇痛。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

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

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有利于进一步推广这一技术，让更多产妇免受生产之痛。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分娩镇痛普及
率在逐步提高，但部分地区应用比例依然偏低。

今年，国家医保局印发《产科类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项 目 立 项 指 南（试
行）》，将“分娩镇痛”“导乐分娩”“亲
情陪产”等项目单独立项，鼓励医疗
机构积极开展分娩镇痛等服务。部
分地区已将分娩镇痛相关费用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

国办发文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
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这对于推广分娩镇痛是一
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希望各地能加快落
地、细化完善、宣传推广。”陈丽说。

姚尚龙说，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
分娩镇痛收费标准。“医生陪伴在产妇
身边实施镇痛并保障其安全，往往需

要数小时。若收费标准过低，付出与
回报难以匹配，会影响麻醉医生的积
极性。”姚尚龙呼吁，应该使麻醉医生
的工作得到相应的价值体现，推动分
娩镇痛的进一步普及。

陈丽建议，除国家相关主管部门
官方的宣传手段外，可以在适龄人群
中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特别是在孕检人群中增加相关科
普内容的推送讲解，提升知晓度。

多位基层医生建议，国家要加大
麻醉医师培养力度，为基层医疗机构
配备更多的麻醉医师，同时加强对医
院现有医生的培训，让更多医生了解
麻醉常识。据新华社电

业内专家表示，分娩镇痛推广还
面临认知不足、麻醉医生短缺、费用门
槛高三个难题。

不久前，武汉市民李女士预产期
在即，她决定选择“无痛”分娩，却遭到
家里老人的反对，担心往身体里注射
麻药会伤到孩子。“还好老公坚定地站
在我这边，支持我的决定，不然还不知
道得多受多少苦。”李女士说。

对分娩镇痛心存疑虑的人不在少
数。“会不会对宝宝智力有影响”“会不会
引发产后腰痛”“会不会增加产程”“用了
真的一点都不疼吗”……多位医生表
示，临床中经常有人询问此类问题。

“有些人习惯在网上找攻略，但网
上有不少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容易误
导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周志强说，我
国分娩镇痛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最常
用、最安全的是椎管内镇痛中的硬膜
外麻醉，能够帮助大多数产妇减轻
60％至 90％的疼痛。大量案例证实，

使用的药物对产妇和新生儿几乎没有
影响。

多位基层妇产科医生表示，有的
产妇害怕“自己生”；有的担心如果顺
产不顺利，中途改剖腹产更麻烦；有
的考虑孩子上学时间，刻意要求胎儿
出生日期。这些因素导致目前医院
剖宫产比例较高，分娩镇痛总体普及
率较低。

不少医护人员坦言，分娩镇痛的
麻醉过程需要麻醉师陪伴，但我国麻
醉师人数偏少，尤其是综合医院手术
量很大，麻醉师往往分身乏术。有的
县级医院因为麻醉医生数量少，也较
少向产妇推广分娩镇痛。

另外，费用也是阻碍一些家庭选
择分娩镇痛的原因。选择分娩镇痛相
比普通自然生产多出上千元麻醉费
用。“在一些偏远的县市、乡镇，产妇是
否选择分娩镇痛，费用也是主要考量
因素，不少人不舍得。”湖北省荆门市
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罗志平说。

加快政策落地 加大推广力度

推广仍面临三大难题多地加大力度推广“无痛”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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