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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携号转网服务已于11月底
在全国正式运行，工信部出台的《携号转网
服务管理规定》也将于12月1日起正式施
行。规定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为用户
提供便捷的携号转网服务，不得有妨碍服
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
质量、比较宣传、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

根据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将
携号转入用户视同为本网新入网用户，

严格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有关规定，
并确保携号转入用户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同等权利。规定列举了电信业务经营者
在提供携号转网服务过程中的九类违规
行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阻止、拖延向
用户提供携号转网服务；采取拦截、限制
等技术手段影响携号转网用户的通信服
务质量；为携号转网用户设置专项资费
方案和营销方案等。 据新华社

记者从湖南省各大医院获悉，近期，
由于天气变冷，医院收治的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激增。专家建议，冬季需要预防心脑
血管意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应坚持
服药，注意保暖，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品。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老年病科副教
授江凤林介绍，冬季，人体代谢能力降低，
器官机能下降，免疫功能降低，在冷风刺
激下，心血管疾病患者可导致血管收缩，

心脏负担加重，血压升高，容易出现心肌
缺血缺氧、脑缺血，严重者可能发生心梗、
脑梗。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韩小彤
教授告诉记者，冬季是心梗的高发季。心
梗发病时患者会出现胸痛、胸闷、上腹痛、
肩痛、大汗淋漓、呕吐、气促、晕厥等症状，
突发心梗患者应尽快就医。

江凤林建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积

极预防心源性猝死。第一，患者要注意防寒
保暖，坚持规律服药，控制血糖，清淡饮食。
第二，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的人
群要注意遵医嘱坚持服药。有高血压、冠心
病、糖尿病病史的高危人群应随身携带硝酸
甘油或速效救心丸。第三，一旦发现心血管
病人发病，应在第一时间送医，并保证患者
得到有效的心肺复苏，尽早对患者进行除
颤，为其赢得抢救时间。 据新华社

日本前首相
中曾根康弘病逝
享年101岁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当地时
间 29日上午 7时许在东京都一家医
院病逝，享年101岁。

中曾根1918年出生，1941年从东
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加入日本海军，参
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82 年至
1987年，中曾根出任日本首相，执政
1806天，执政时间之长在日本战后历
届首相中排名第五。在任期间，他力
推铁路、电信、烟草等国有企业的民
营化改革。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参拜靖
国神社，成为二战后日本第一个参拜
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在日本国内和
其他亚洲国家引发抗议和批判。

中曾根主张修改宪法，在任期间
打破了日本防卫费只能占国民生产
总值1％的界限。

中曾根曾多次访华。1984年 3
月，中曾根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一致
同意设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
会”，促成了 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
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中日青年友好
联欢”活动。2007年，中曾根组织由
国会议员、友好团体代表和友好人士
组成的 220人规模的友好团体访华，
进行了“中日青年世代友好中国行”
活动。

晚年期间，中曾根主张正视历
史。约4年前曾向《文艺春秋》杂志投
稿，重申日本当年发动的是“错误的
战争”，强调现代政治家应正视历史，
汲取教训，带领国家走上正确的发展
方向。 据新华社

两名在尼日利亚
遭绑架中国公民获救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馆 29日证
实，日前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奥孙州遭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绑架的两名中国
公民已安全获救。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馆告诉记
者，两名中国公民 25日在奥孙州一
处矿场遭武装分子绑架。接到报案
后总领事馆连夜联络当地警方，敦促
警方紧急展开行动解救遭绑架人员，
同时指导涉事企业妥善应对。27
日，两名中国公民安全获救，目前已
返回驻地。

奥孙州警方对新华社记者说，一
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 25日袭击奥
孙州一处金矿开采场，打死一名负责
守卫矿场的警察，绑架 3名中国公
民，其中 1人在途中逃脱。警方连夜
展开搜救行动，于 27日成功救出遭
绑架人员。

总领事馆表示，今年以来尼日利
亚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案，
再次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和机构重新
评估所在地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升级人防、物防、技防手段，确
保人员及财产安全。 据新华社

一批食药领域法律法规明日起施行

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药品
不再按假药论处

进入冬季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期

三招预防心源性猝死

遭遇“问题疫苗”怎么办？国外代购“救命药”咋监管？12月，一批食品药品领域法律法规开始施行，捍卫你
我生命健康。此外，携号转网管理规定保障用户“转网自由”……不断完善的法制，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疫苗犯罪行为
从重追究刑责

近年来，多地发生“问题疫苗”案件，
牵动广大家长的心。12月 1日起施行的
疫苗管理法，针对疫苗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作出制度设计。

疫苗管理法明确，疫苗犯罪行为依法
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生产销售假劣
疫苗，违反生产、储存、运输相关质量管理
规范要求等情形的，设置了比一般药品更
高的处罚；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实行罚款、
行政拘留、从业禁止直至终身禁业等。

疫苗管理法还为疫苗管理的全链条、
各环节、各主体设定了严格的责任。

疫苗生产环节实行严格准入制度，比
药品管理法规定的从事药品生产条件的
要求更加严格；疫苗流通环节要求疫苗储
存、运输的全过程应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
并定时监测；预防接种环节要求医疗卫生
人员严格按照要求提供预防接种服务，如
接种时要“三查七对”，接种后发现不良反
应要及时救治等。

药品网络销售
必须确保处方来源真实

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公众对海
外“代购”药品的关切。针对这一现象，法
律作出了回应。

12月 1日起施行的新版药品管理法
就假药劣药的范围作出重新界定：未经批
准进口的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对未
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
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

但要注意的是，根据本法，从境外进
口药品必须要经过批准，违反药品管理秩
序的行为仍要处罚。专家认为，将药品生
产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情形从药品品
质的假劣中分离出来单独表述，有助于监
管执法的科学性。

此外，对于近年来新兴的网络销售处
方药问题，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药
品销售网络必须和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信息能共享，确保处方的来源真
实，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药品配送也必须
符合药品经营质量规范的要求。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将“处罚到人”
民以食为天。12月 1日起施行的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强化生产经营者的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增设“处罚到人”制度，
充分体现食药领域“四个最严”的要求。

条例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单
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除依据
食品安全法规定给予处罚外，存在“故意
实施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性质恶劣”或者
“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三种情形之一
的，还要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有直

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
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条例要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日
常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可采取上级部门
随机监督检查、组织异地检查等监督检查
方式；对可能掺杂掺假的食品，按照现有
食品安全标准等无法检验的，国务院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可以制定补充检验项目和
检验方法。同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明
确奖励资金纳入各级人民政府预算，并加
大对违法单位内部举报人的奖励。

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阻挠用户“携号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