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7 日 10 时 00
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一
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
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
搭载的光传 01、02 试验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
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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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董瑞丰 李恒）超声、X光、
血常规……刚做的检查检验，换一家医院却不算数。看同一
种病，在不同医院，要重复检查检验，令不少患者烦恼，也加重
了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出实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7部门11月

27日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
导意见》：

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
医共体）实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
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

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300项；
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数超过200
项。

到2030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
验同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本建立，基本
实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跨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小方便”，关系着群众就
医体验的大提升。

随着结果互认，患者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重复检查，不仅节
约就医时间，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

不同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标准不一、水平不一，如何保障
医疗质量，让结果能互认、敢互认？医改惠民背后，有大量“看
不见”的基础支撑。

如何破解“不能认”？检查检验结果要“联网”。
患者带来的胶片看不清楚，但打开电脑上的互认平台，之

前检查的细节都能看到了——这是一位医生使用当地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平台后的感受。

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结果，在同一个电子平台上打得开、
看得到，首先得统一数据标准。目前，各地积极推进卫生健康
信息平台建设，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
动自2023年10月以来持续开展，力争实现各机构之间信息化
建设“车同轨”。

此次印发的文件专门提出，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
强区域信息平台建设，通过建立检查检验结果数据库、“数字
影像”或“影像云”等方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区
域内跨机构共享调阅。

如何破解“不敢认”？检查检验结果要“达标”。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利患者是目的，把病看准是前提。有

患者和医务人员担心，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结果“不
准”，上级医院又将其作为诊疗依据，最后“受伤”的还是患者。

本次印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强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各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提升辖区内检查检验同质化水平，落
实城市医疗资源下沉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机制，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能力水平。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通过推进结果互认，也在倒逼自
身水平提升。只有基层强起来，分级诊疗体系才能加快落地，
才能实现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看病检查不再排长队的期盼。

医学专家提醒，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并不是简单的“一刀
切”。

有医务人员说，在诊疗过程中，有的患者因外伤、急性病
等，病情变化快，即使前期做过检查，为确保医疗安全，也仍然
需要重新检查。

为此，文件要求，坚持以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
师判断为标准，积极有序推进互认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说，应尊重疾病诊疗
的客观规律，尤其尊重医生的临床决策权。同时，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要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在检查检验结果不能互认
时，对患者做好解释和说明。

新华社南京11月27日电（记者 沈汝发）江苏省消防救援
总队27日发布南京“2·23”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情况，10人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2月23日凌晨4时35分许，南京市雨花台区一栋居民楼
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5人死亡、2人重伤、42人轻伤或轻
微伤，直接经济损失3300余万元。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违
规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超标大容量锂离子电池热失控起火引起
的重大火灾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成立“2·23”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省
纪委监委成立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调查组查明，火灾
原因为小区某住户停放在6号楼2单元东侧架空层的电动自
行车锂离子电池热失控起火，引燃周边电动自行车和住户天
井内违章搭建并堆放的可燃物，在烟囱效应作用下，燃烧产生
的火焰和高温有毒有害烟气快速突破天井内部分住户外窗至
室内，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火势扩大蔓延，造成人员伤亡。

涉事电动自行车车主、非法生产销售锂离子电池个体经
营者、南京某物业管理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等 10 人因涉嫌犯
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电动自行车生
产销售、物业服务等7家企业，由政府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
处理。对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的公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新华社合肥11月 27日电（记者
戴威）记者27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特任教授谈鹏团队发现，通过
改变锂离子浓度，调控传输与成核动力
学之间的匹配程度，可以显著提升锂氧
气电池的放电容量。该研究为实现高
能量密度锂空气电池提供了理论指导。

锂氧气电池因其超高的理论能量
密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未来能源存
储的革命性技术。近年来，研究人员
在锂氧气电池的高倍率性能和稳定性
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实际容量远
没有达到理论值，主要原因在于多孔
正极内空间利用率不足。其中，相变、

传质及法拉第反应的复杂耦合以及对
电极内部精确表征的技术限制，为揭
示正极过程、突破容量瓶颈带来挑战。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建立放电
产物过氧化锂微观行为和电化学性能
的联系。在此次研究工作中，为了排
除溶剂、催化剂等因素对过氧化锂行
为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改变锂离子
浓度调节初始动力学状态。

实验结果表明，锂离子浓度影响
下的电化学性能变化趋势并不符合离
子电导率趋势，且过氧化锂行为也不
能完全被先前的成核理论解释。

通过可视化电极和跨尺度数学模

型，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究了过氧化锂
分布特性。在0.5摩尔每升电解液中，
过氧化锂颗粒呈现逆氧气梯度分布，
标志着成核与传输动力学达到最佳平
衡，从而实现最大放电容量。

研究团队进一步发现，突破锂氧
气电池容量瓶颈的关键在于维持电极
深处的物质传输，而非仅取决于加速
氧气传输。

研究人员介绍，此次研究深化了对电
极设计准则的理解，并为其他固体产物体
系的金属-气体电池提供了参考路径。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权
威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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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我国科研人员揭示突破锂氧气电池容量瓶颈的关键因素

“明明有结婚证，还要开婚姻关系证明”基层为何还在为开证明犯难？
近年来，各地大力为基层减负、规

范村（社区）组织工作事务，由基层开
具的证明大幅减少，但不合理开具证
明的情形仍在一定程度存在。记者走
访发现，一些企业和单位依然要求居
民到村、社区开具“亲属关系证明”“政
审证明”“贷款证明”“家庭困难证明”
等。这让村、社区犯了难——开，没有
政策依据，有些证明甚至还有法律、责
任风险；不开，群众无法办事有意见，
可能引发干群矛盾。

““明明有结婚证明明有结婚证，，还要开婚姻还要开婚姻
关系证明关系证明””

针对村、社区被迫开具五花八门
证明的问题，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
相关政策文件，有效规范基层证明事
项，明确提出，凡缺乏依据的证明事
项，党政群机构一律不得要求村级组
织出具。

2023年，重庆市相关部门印发涉村
（社区）事项“四清单一目录”，明确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办理变更事项证
明”“婚姻登记档案丢失的婚姻状况证
明”等5项证明为村（社区）依法出具证
明事项清单，包括亲属关系证明、无犯
罪记录证明、死亡证明、健在证明等32
项证明不应由村（社区）出具。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社区党委书
记伍景红表示，过去基层要开具的各
种证明太多，平均一天要开十几张，一
年下来用章登记册是厚厚的一本，如
今一个月开的证明少则几张、多则十
几张，大大减轻了基层负担。

尽管开证明少了，但记者走访了
解到，部分保险公司、银行要求居民开
具的证明，让村（社区）干部犯难。“去
年一位居民因办理保险业务来开婚姻
关系证明，明明有结婚证，但保险公司
就是要社区开证明。当时我挺生气，
但居民要办事，还是开了。”西部某地
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说。

重庆相关政策明确规定，居民办
事涉及亲属关系证明的，可通过公安、
民政等部门核对信息或提供户口簿、
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不
由村、社区开具。

重庆两江新区梧桐路社区党委书
记袁逢娇说，一些保险公司在办理保
险理赔时，要求居民到社区盖章证明
投保人和受益人是什么关系，甚至是

怎么受伤的。“我多次跟保险公司人员
沟通，社区开不了这类证明，但对方说
公司就是这样要求的。”

因亲属去世，部分居民需要到银
行取出亲属账户内的存款。多位受访
村（社区）干部说，不少银行依然要求
居民到村（社区）证明“我爸是我爸”

“我妈是我妈”。“有的银行不认户口
本，只认社区盖章的证明。”西部某县
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说，“我们社区接
近1万人，只能安排人上门核查，否则
我也无法确认。”

此外，一些单位和高校在员工入
职、学生入党时，要求到村（社区）开具
政审证明，也让基层头疼。“政审证明
在我们开具的证明中占比较大，比如
前段时间一个部门录取了一名公务
员，要求他到社区开具政审证明，证明
是否有违法记录、日常行为表现如何，
社区哪有能力证明。”一位社区干部
说。

不开群众意见大不开群众意见大，，开了又怕惹开了又怕惹
麻烦麻烦

这些“难开的证明”让基层陷入两
难：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基层哪
些证明能开、哪些不能开，对许多事情
基层也无力佐证；但不开，就会影响群
众办事，甚至引发矛盾。

“有次一位大学生因为入党来社
区开政审证明，我们拿出文件说现在
社区不开这种证明。她跟学校打电
话，对方说必须开，她就在办事大厅哭
了起来，最后还是给她开了。”一位社
区党委书记说，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
下，能开的证明还是尽量给居民开。

但有些证明开了之后，可能给基
层带来法律和责任风险。上述社区党
委书记说，以前有个社区因为给居民
开具亲属关系证明，取走去世父亲银
行里的存款，结果其兄弟就到社区闹，
质问社区为何不征求其他家属意见就
开了。“现在凡是这种证明，我们都要
求所有子女对长辈遗产达成一致处置
意见并签字画押后才开。”

有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居民在办
理银行贷款时，银行要求村（社区）出
具收入证明以证明其有还款能力。“我
们无法真实了解村民经济状况，根据
相关政策也不由我们开。同时，如果
村民还不了贷款，银行找我们怎么

办？所以这种证明我们不开。”某县一
位村党支部书记说，“一位村民为此到
处投诉，说我们不作为。”

为方便群众办事，对于一些不应
开的证明，村（社区）只好模糊处理证
明内容。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医疗
机构、司法机关对于家庭困难群众有
一定的帮扶或费用减免政策，但需要
居民提供贫困证明。多位受访村（社
区）干部表示，脱贫户各种保障救助政
策是很全的，开贫困证明就意味着基
层工作没干好，不开群众又有意见，村
（社区）只能在证明上写“家庭收入不
高、希望给予帮助支持”之类的话。

加强信息统筹加强信息统筹，，避免避免““甩锅甩锅””基层基层

在规范村（社区）开具证明事项
后，为何还存在这些不应而非要社区
开具的证明？受访基层干部介绍，这
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在党政系统内下
发，党政部门要求开具的证明大幅减
少，但不少企事业单位依然把相关证
明作为办事的前置条件。

“我跟一些单位说，现在上级文件
规定基层很多证明不开了，但对方说
他们不知道，按照办事流程需要社区
开具证明。”一位社区党委书记说。

受访基层组织部门干部认为，群
众办事涉及面广，未在规范清单内的
证明事项，群众确实有需要的，村（社
区）可对能够核实的事项出具相关证
明。但目前基层仍经常被要求开具无
法核实的证明，一定程度上说明有的
单位和部门工作作风不实，把本该自
己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推给基层。

有村（社区）干部表示，作为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社区）的章不是

“万能章”，希望相关单位系统梳理、优
化群众办事流程，减少基层不应开、无
法开的证明，进一步推进“减证便民”。

小小证明关系群众利益，折射出
工作机制和作风问题。重庆市委党校
教授侯晋雄建议，一方面要完善部门
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各类证件的电
子化，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凡可网络查询的，不再要求群众
到村（社区）开具证明；另一方面相关
单位和部门要梳理分析开具证明事
项，按照相关政策该取消的要坚决取
消，该自己核实的要自己核实，不要

“甩锅”基层。 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