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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李恒 董瑞丰）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保持健康体重，能够正确获
取、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国家卫生健
康委5月30日公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
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并将围绕该“健康素
养66条”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科普和宣传活动。

“健康素养66条”明确：24条基本健康知识
和理念，包括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
手段；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
病变；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
期痴呆等。

28 条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包括膳食要清
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重视
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
助；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
识焦虑症和抑郁症等。

14条健康基本技能，包括科学管理家庭常用
药物，会阅读药品标签和说明书；会测量脉搏、
体重、体温和血压；遇到呼吸、心搏骤停的伤病
员，会进行心肺复苏，学习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等。

根据“健康素养 66 条”，健康不仅仅是没有
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
状态。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围绕

“健康素养66条”，不断提升居民的健康知识和技
能，促进养成健康行为。

此前，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曾发布《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年版）》。

定期体检、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素养66条”来了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樊曦）

记者 5 月 30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6 月 15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
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690列，较现图增加
205列；开行货物列车22595列，较现图增
加74列，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
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
图是铁路部门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
行的一次优化调整。调图后，我国铁路网整
体功能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能力进一步
增强，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

一是京广高铁全线按时速350公里高
标运营，运输品质进一步提升。京广高铁
武广段安全标准示范线全面建成，调图后

京广高铁全线实现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
营，运输能力总体提升4.2%，北京西、武汉
至广州南间最快旅行时间分别为 7 小时
16分、3小时17分，分别压缩22分、23分。

二是完善中西部地区列车开行结构，
为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
支撑。其中，首开太原至深圳动车组列车，
两地间旅行时间为8小时17分，较普速旅
客列车压缩 27 小时 57 分；在南宁东至北
京西间首次开行夕发朝至动卧列车2列；
在大理至深圳、成都至珠海、泸州至北京、
重庆至黄山等城市间首开动车组列车，促
进西部区域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

三是优化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服
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其中，
优化首都枢纽客站分工，北京站首次开行
经由京沪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可达上

海、青岛、厦门等主要旅游城市，在北京西
至雄安站间增开动车组列车2列，助力京
津冀协同发展；首次开行乌兰浩特至青岛
北普速旅客列车、沈阳北至汉口动车组列
车，在北京朝阳至哈尔滨西站间增开动车
组列车2列，进一步提升进出关客运能力，
强化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互联互通，助力
东北全面振兴；首次开行香港西九龙至张
家界西动车组列车，促进香港与内地人员
往来。

在提升运输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
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服务功能，提升旅
客购票体验，扩大计次票、定期票、旅游套
票等新型票制产品应用范围，对实行市场
化票价机制的动车组列车推出更为灵活
的票价折扣，最低4折，让旅客享受更多优
惠票价。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赵文君）市场监
管总局近日向综合电商、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平
台企业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要求规
范促销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是记者
5月30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在规范促销经
营行为方面，要求围绕促销工具、折扣展示、优惠发
放、结算支付等关键环节，优化促销规则；强化对平
台内主播及其经营活动的审核监测，重点把控直播
商品的质量，强化对直播选品、直播卖点等环节的
审核把关；严格防范经营假冒伪劣商品，严格禁止
销售违法违禁商品，严厉打击违法销售危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商品、“专供”“特供”“内供”商品以及
茶叶、粽子过度包装等行为。

在落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要求切实落实平台
审查核验义务，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亮照、亮证、亮标
经营，确保经营者主体信息真实有效，提升线上经
营行为透明度；严格禁止“二选一”等违法行为，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平台内虚假
交易、刷单炒信、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发生；加强广
告内容审核，完善广告业务登记、审核、档案管理。

在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方面，要求及时受
理、高效处理投诉举报，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
权益。督促平台内经营者遵守网络购物七日无理
由退货、网络购物“三包”等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提示，“6·18”期间，广大消费者
应当理性消费，提高维权意识，遇到违法行为及时
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者5月30日从最高
人民检察院获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陈继兴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
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
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近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桂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陈继兴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陈继兴，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
陈继兴利用担任广东省江门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退休后利用曾担任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江门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罗沙
齐琪 冯家顺）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严重
犯罪案件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引发对

“犯罪低龄化”的广泛讨论。
“问题少年”，何以为策？最高人民法

院5月30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标本兼治，惩
防并举，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对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其中特别强
调：“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
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姑息纵容，坚
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正。”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
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表示，2021年
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
年龄作出调整，再加上新修订的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无论年龄大小，总体上均有相
应的处置措施。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法律，
以严格公正司法回应社会关切，杜绝“一
放了之”“不了了之”。

据最高法介绍，刑法修正案（十一）实
施以来，人民法院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
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案件，
已审结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岁
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宽容但不纵容，有效教育引导未成年
人遵纪守法。最高法意见通篇传递出这一
鲜明导向——即使是低龄未成年人，只要
实施了侵权或者违法犯罪行为，本人及其
监护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学校失职要担责
嘲讽、扇耳光、殴打辱骂……学生欺

凌问题触目惊心，也极易诱发严重犯罪。
对此，最高法意见强调“依法从严处

理学生欺凌”。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发
现存在学生欺凌现象的，应当与学校或培

训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建议及时予
以严肃处理，并跟进处理进展。欺凌行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最高法意见专门提出，探索通
过诉前调解等方式，促使实施学生欺凌的
未成年人真诚赔礼道歉。

记者了解到，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中，学校未能及时发现和干预欺凌、不良交
友等问题，导致学生走向犯罪或者被侵害。
最高法意见对此明确规定，学校、培训机构
等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
侵权责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意见专门提
出，坚决依法惩治各类“校闹”等违法犯罪
行为，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未成
年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发生人身损
害，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依法
判决学校不承担侵权责任，为学校依法依
规开展教学管理提供司法保障。

家庭监护管教缺失，法院可予以训诫
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存在管教

缺失、监护不力、教育不当等问题。
据最高法介绍，2021年至2023年，全

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
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占比22.94%，单亲
家庭占比6.95%。许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
缺失家庭关爱和教育，有的父母对孩子成
长中遇到的生理、心理困惑疏于关心。

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责任重大。
最高法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在审

理涉未成年人刑事、行政案件中，发现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存在
其他因家庭监护管教缺失、不当等可能影
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情形的，根据情况，对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
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意见特别强调，监护人“不仅要为未成
年人提供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还应当
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监护人的
责任追究，之前我们做得还不到位。”苑宁

宁表示，最高法规定的训诫等措施，有助
于督促监护人履行职责，压实监护责任，
筑好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对
于经过训诫、教育依然不改正的监护人，
可以研究出台更严厉的措施。

找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原因
专家普遍认为，相比成年人，未成年

人犯罪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原因。
未成年人无“小案”。最高法意见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详
细了解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和犯罪成因。同
时，意见提出建立犯罪成因逐案分析报告
机制，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案深入剖析
案件背后是否存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
政府及司法保护薄弱、不到位等情形。

以网络因素为例，据最高法介绍，未成
年人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产生犯罪动
机。近年来实施抢劫、盗窃、暴力伤害犯罪
的未成年人中，有近六成曾长期沉迷网络。

最高法意见对此提出，建立网络保护
专项分析报告机制。在涉及网络的未成年
人案件中，对相关主体是否履行了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进行审查。发现存在
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有关网络企业、主管
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此外，针对一些人引诱、指使、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意见明确要依
法从重处罚。其中特别强调，利用未达到刑
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在校学
生实施犯罪的，以及通过向未成年人传授
犯罪方法、提供毒品、管制麻醉精神药品、
灌输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继而加以利用等
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危害社
会和谐稳定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专家表示，这些举措意味着人民法院
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将从注重事后追责
惩处，向事前事中事后保护、预防并重转
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司法惩处
之外，要切实把各方面保护和关爱落到实
处，把对不良行为的分级干预和前期管束
落到实处。

检察机关依法对陈继兴涉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5 月 29 日，在
酉阳县龙潭镇，龙
舟队在水面角逐。

端午节临近，
重庆市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龙
潭镇举行划龙舟
比赛，吸引来自湖
北、重庆等地的15
支 队 伍 参 加 角
逐。 新华社发
（冉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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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6月15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