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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 熊丰）记者
10日从公安部获悉，针对当前缅北涉我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严峻形势，近日，在掌握相关犯罪事
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辽宁、福建、重庆等地公安
机关决定对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等10名缅
北果敢自治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长期以来，缅北果敢自治区多个家族犯罪
集团大肆组织开设诈骗窝点，针对中国公民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公开武装护诈，危害
极其严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今年11月，我
公安机关对以明学昌为首的家族犯罪集团重要
头目进行公开悬赏通缉。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
合下，首犯明学昌畏罪自杀，明国平、明菊兰、明
珍珍3人被缉拿归案，公安机关正彻查其犯罪
事实，将依法予以严惩。与此同时，辽宁、福建、
重庆等地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以白所成、魏
怀仁、刘正祥为首的3个家族犯罪集团和以徐
老发为首的犯罪集团，长期实施针对中国公民
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诈骗数额巨大。在
公安机关严打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
同时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种
严重暴力犯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为依法严厉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
益，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决定对白所成、白应苍
（又名李云晨）、白应兰（又名李梦娜）进行公开
悬赏通缉；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决定对魏怀仁、
魏榕（又名陈榕）、魏青松（又名杨松）进行公开
悬赏通缉；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决定对刘正祥、
刘积光（又名李华光）、刘正茂进行公开悬赏通
缉；重庆市公安局决定对徐老发（又名徐发启）
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公安机关敦促犯罪嫌疑人白所成、魏怀仁、
刘正祥、徐老发等10人认清形势，悬崖勒马，主
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同时，希望社会各
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协助抓捕犯罪嫌
疑人。对提供有效线索和协助抓捕的有功人
员，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至50万元人民币奖
励。

公安机关通缉10名缅北果敢电诈集团头目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 林苗苗）冬
季由于光照和户外活动时间减少，人体容易出
现维生素D缺乏的现象。不少人日常会选择服
用维生素补充剂。维生素该怎么补？是否补得
越多越好？

大部分维生素无法由人体合成，需要从食
物中摄取。常见的维生素分为脂溶性维生素和
水溶性维生素两大类，前者包括维生素A、D、E、
K等，后者常见的有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

维生素是否补得越多越好？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琛表示，要避免
陷入“多多益善”的误区。

王琛介绍，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如果摄入过
多，可能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例如长期大量
摄入维生素A和D可能会出现肝脏不适，还可
能产生乏力、骨痛、精神差等症状。补充维生素
D过多还容易引起血钙升高，甚至部分器官钙
化。

水溶性维生素可溶解于水，如果补充过多，
人体会自行调节，相对不会带来中毒问题。不
过王琛提示，一些水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也会
造成身体不适，例如摄入维生素C过多可造成
腹泻，如果补充超过500毫克/天，有增加肾结石
的风险。

专家提醒，想要补充维生素，首先建议从日
常饮食入手。如果通过膳食仍不能满足维生素
需求，建议在营养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补充。

一些小技巧有助于保留食物中的维生素。
例如，维生素B1来自粗粮、酵母、鸡蛋等。食物
精加工的过程会造成维生素B1大量流失。建
议淘米时不要过度淘洗，通常洗一次即可，这样
能保留更多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
B2。

烹饪蔬菜的方式也会影响其中的维生素含
量。建议蔬菜先洗后切，减少维生素流失。烹
饪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维生素流失，建议急火快
炒、迅速加热，而不是长时间炖煮。烹饪后应尽
快食用，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也会使维生素流失
量增加。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 顾天
成）科学佩戴口罩是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的
有效措施。如何科学佩戴口罩预防呼吸道
传染病？日前，国家疾控局制定印发《预防
呼吸道传染病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 年
版）》，指导公众科学规范佩戴口罩，防控多
种呼吸道传染病传播，有效保护公众健康。

冬季来临，各类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
期。根据指引，呼吸道传染病的常见病原有
新冠病毒、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
病毒等，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吸入带有病原
体的气溶胶或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

哪些情形或场景应佩戴口罩？
指引明确，应佩戴口罩的情形或场景主

要有以下四类，包括存在呼吸道传染病传播
风险的情形，如新冠病毒感染、流感、肺炎支原
体感染等呼吸道传染病感染者或有相关症状
者前往室内公共场所或与其他人员近距离接
触（距离小于1米）时应佩戴口罩；处于感染风
险较高的情形或场景，例如前往医疗机构就
诊、陪诊时；防止外来人员将疫情输入重点机
构的情形或场景，如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
间，外来人员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托
幼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时应佩戴口罩；
防止公共服务人员将疫情输入重点机构的情
形或场景，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养老机
构、社会福利机构及托幼机构、学校等重点机
构的公共服务人员，在工作期间应佩戴口罩，

保护重点人群免受感染。
哪些情形或场景建议不佩戴口罩？
指引明确，建议不佩戴口罩的情形或场

景主要有以下三类，包括进行体育锻炼时；处
于感染风险较低的情形或场景时，例如在露
天广场、公园等室外场所；部分不适合佩戴口
罩的人群，例如3岁及以下婴幼儿。

如何选择佩戴合适类型的口罩？
指引明确，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或呼吸

道传染病症状者建议佩戴N95 或KN95 等
颗粒物防护口罩（无呼吸阀）或医用防护口
罩，其他人员建议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儿童建议选用儿童卫
生防护口罩。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 徐鹏
航 李恒）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米锋10日表示，目前，全国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儿童呼吸道疾病诊疗量整体呈现波
动下降趋势，部分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
医院儿科诊疗量增加的情况得到一定缓解。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当天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米锋说，从发热门诊、急诊整体情况
来看，近段时间全国呼吸道疾病就诊量相对
平稳，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分流了部分患
者。全国整体正常医疗服务没有受到影响。

米锋表示，针对当前呼吸道疾病，特别
是儿童呼吸道疾病高发形势，国家卫生健
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
持续加强监测研判，调度各地医疗资源供
给和诊疗工作，指导各地对医疗机构内和
机构间的医疗资源统筹调配，根据患者数
量增开相关诊室和治疗区域，扩充病房资
源，指导二级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儿科“应开尽开”，延长
接诊时间，优化诊疗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切实保障儿科诊疗需求。

要充分发挥医联体、医共体、医疗集团
和互联网医疗作用，建立综合医院与基层
医疗机构上下协作、专家下沉和患者转诊
机制，分层分级分流，方便患者合理选择就
医。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中西医结合，
提升防治效果。中小学、托幼机构、养老
院、社会福利院等重点场所和人员密集场
所要落实通风消毒等措施，加强健康科普
和健康监测，做好个人防护，减少疾病传
播，降低感染风险。要继续做好疫苗接种，
不断优化接种服务。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硕士研究生，住
宿资源紧张的问题愈加凸显。为学生提供
宿舍，不再是高校的既定规则。“不予安排
住宿”，高校的官宣合理吗？

多所高校明确不予安排住宿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多所高校在硕

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确，不为部分研究
生提供住宿。例如，厦门大学在2024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确，被录取为非全
日制的硕士研究生和全日制定向就业的硕
士研究生（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少
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硕士研究生
除外），学校不予安排住宿。

其中，部分高校明确不为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住宿。例如，北京大
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
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校不安排住宿。
南京大学明确，2024 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原则上学校不提供校内住宿，学生需自
行安排住宿，学校给予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适当的交通补贴。早在2019年，
复旦大学就明确不为专硕生提供校内住
宿，会协同相关院系努力拓展校外住宿资
源，协助全日制学生以社会化方式解决住

宿需求。
也有部分高校对全日制硕士生实行自

愿申请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住宿实行自
愿申请制，学校根据现有的宿舍资源，在一
定范围内提供房源给新生选择。

学生：高校的学术成就是选择关键
在江苏某高校专硕就读的小姜告诉记

者，考上研究生之前，她给自己定下的租房
预算是1200元—1500元，最后，她在距离学
校 10 分钟通勤时间的地方，租到了月租
1300元的房子。

“报考的时候，我也考虑过住宿的问
题，但因为学校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很高，我
非常向往它的光环，所以可以忽略这一
点。”小姜提到，自己在报考时也与家长沟
通过，他们一致认为只要能考上，在外租房
也是可以的。

在读期间，小姜每个月可以领到200元
的交通补助，这笔交通补助是为专硕生提
供的，虽然不能抵消租金，但能够缓解她在
学生时期的经济压力。

相比于小姜，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的小
王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于普通家庭
的她来说，在学校附近和室友合租一间月

租超5000元的主卧，负担比较大。小王表
示，自己拿学校“无可奈何”，学校的光环足
以让她支付这笔费用。

“这可能是一个大趋势。”小姜认为。
专家：属正常情况

针对多所高校宣布不予安排住宿的现
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
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住宿资源有限的问题
显现；另一方面，硕士生作为成年人，高校
不为其提供住宿的风险相对较低，因而会
选择让硕士生自行安排住宿。

储朝晖表示，从国际上来看，多数国家
的高校不为硕士生提供住宿，甚至一些国
家的高校不为本科生提供住宿，同时，一些
高校会为学生提供相对稳定的房源。

“从高校本身的功能来说，我认为，学
校不为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提供住宿属于正
常情况。”储朝晖认为，提供住宿是高校的
辅助功能，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高校为管
理更加有效而提供住宿，而从高校长期发
展的角度来看，不提供住宿应该属于一种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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