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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王优玲）层
高不低于3米、4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
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发布实施后受到
广泛关注。规范在保障住宅的安全性方面有
哪些规定？如何体现住宅健康舒适水平的提
升？下一步如何抓落地实施？

《住宅项目规范》 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姚天玮
在住房城乡建设部5日举行的《住宅项目规
范》实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规范实现了对
原有相关标准的继承和创新提升，技术要求
合理，标准水平适当，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是对“好房子”建设的底线要求，
将对推进“好房子”建设起到有力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

“保障安全”是住宅项目的基本要求和
首要目标。

住宅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低于二级；住
宅建筑必须进行抗震设计，而且抗震设防类
别不低于标准设防类；家里的电源插座回路
要装上“漏电保护器”；空调室外机不能随
便挂，必须有专用的安装平台……规范从结
构和抗震安全、防火安全、用电安全、燃气
安全、防高空坠落、应急安全等六方面着
手，筑牢住宅安全防线。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王清勤说，对于广为关注的通信信
号问题，规范也作了相关规定，要求地下停
车场、电梯轿厢这些平时容易“没信号”的
地方，实现通信信号覆盖。“万一在停车场
意外摔伤，或突发疾病，或被困电梯，能立
刻打电话求助，这份‘信号安全感’是危急
时刻的‘救命信号’。”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住宅的健康舒
适性能更加关注。规范从哪些方面体现了住宅
健康舒适水平的提升？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
院总建筑师曾宇说，规范充分考虑了当前居
民对健康舒适环境的需求，在层高、电梯设
置、日照、供暖等多个方面，明确了相关具
体要求，从大家日常居住的痛点出发，针对
性地提升了标准水平。

规范要求新建住宅建筑的层高不低于3米，
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了 20 厘米。曾宇
说，增加层高有利于提升空间舒适度，房间会
有更好的天然采光、自然通风和空气品质，也
适应我国人均身高的增长。同时，增加层高为
装修、改造提供了更充足的空间条件。

日照对保持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规范要求，每套住宅至少
有一个卧室或起居室能“满足日照标准”。
曾宇解释说，这一规定，让日照标准能够更

好落实到每套住宅、每户人家，进一步强化
了日照标准的普惠性。例如在北京，需要满
足大寒日2小时日照标准，即在大寒日这一
天，每套住宅至少有一个卧室或起居室能够
满足累计2小时的日照时长。

在住宅声环境方面，规范规定了建筑设
备结构噪声限值和卫生间排水噪声限值，提
升了墙体、门窗和楼板的隔声性能要求。

在满足“一老一小”需求方面，规范较好
体现了“适老适幼”理念。曾宇说，规范要求
住宅小区里要设置老年人活动场地，并规定小
区的道路、出入口、活动场地都应做到无障
碍；规定户门门槛高度不能超过1.5厘米，以
利于老年人的通行安全与便利；要求集中绿地
设置儿童活动场地，可以放置滑梯等设施供儿
童玩耍；要求阳台栏杆的竖向杆件间距不大于
0.11米，防止儿童从栏杆中钻出来等。

标准的实施是整个标准化活动中最重要的
一环。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一级巡视员
王玮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抓好规范的落地实
施，在梳理修订国家层面相关推荐性标准的同
时，还将指导支持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先行先
试，鼓励结合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以及市场供需情况，探索在国家层面标准的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提升有关技术措施要
求，更好支撑规范有关功能、性能要求落地。

“好房子”标准落地“满月”有何看点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 谢希

瑶）商务部等 5 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
知，确定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
点城市共38个。通知及名单5日对外发
布。

据介绍，这38个试点城市根据此前
商务部等部门印发的《零售业创新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在各地申报试点
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并向社会公示。
包括北京市、石家庄市、太原市、包头
市、上海市、苏州市、郑州市、武汉
市、长沙市、广州市、重庆市、西安
市、拉萨市、银川市、石河子市等，建
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
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
元化创新、政策创新等。

通知提出，省级相关部门要指导试
点城市按照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禀赋、
行业基础、规划布局，侧重2－3个试点
探索方向，因地制宜推动试点建设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要问需于企，问计于
企，调动企业创新转型的积极性，依靠
市场化力量“一店一策”推动存量商业
设施改造提升。要加强政策激励，推行
清单管理，选出有特色、有代表性、引
领带动性强的项目。

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项目规
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
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统筹用好现代
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城市更新行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地
方招商引资等政策，加大支持力度，优
化经营环境。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徐鹏
航 彭韵佳）为更好破除商业贿赂、带金
销售等不正当交易行为，国家医保局对
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进行修订，进一
步提高医药企业失信成本，引导企业诚
信规范经营。

根据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
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通
知》，修订将“一般”“中等”“严重”

“特别严重”四档失信等级调整为“失
信”“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三
档，并从严调整了相应评价标准。其中
对于商业贿赂导致的“特别严重失信”
由原先的 200 万元以上调整为 100 万元
以上，“严重失信”由原先的50万元至
200 万元调整为 50 万元至 100 万元。对
失信行为涉及向医疗保障部门工作人员
行贿及给予其他不正当利益，或在国家
组织集中带量采购中围标串标的，按最
高失信等级顶格评定。

对“特别严重失信”生产企业，中
止其全部产品在评价省份的挂网、投标
资格的同时，中止其涉案产品在所有省
份的挂网、投标资格。加大向生产企业
穿透力度，评价处置原则上穿透至上市
许可持有人。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修订也为医药企业制定了主动纠正失信
行为的措施，如终止失信行为、依法处
置涉案员工和代理企业、公开发布致歉
声明、剔除价格虚高空间、退回不合理
收益等，但不再保留慈善公益捐赠的方
式。

这位负责人表示，制度的修订旨在
引导医药企业改进质量、提高疗效，合
规销售、更多通过集采和国谈等方式进
入市场，减少对“高定价、高返点、轻
质量”的路径依赖。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 顾天成
黄筱 徐弘毅）近年来，“替代两小时户外”的
哺光仪、“模拟阳光”的大路灯等产品层出不
穷。这些产品能否切实改善视力？背后是
否暗藏风险？第30个全国“爱眼日”到来之
际，听听权威专家的解读与建议。

三分钟哺光能否替代两小时户外？
哺光仪，也称重复低强度红光（RL-

RL），是一种以激光为光源照射眼睛，用于
近视控制或弱视治疗的医疗设备产品。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输入“哺光仪”搜
索发现，相关产品品类众多，最高价格近
4000元，有商家还提供800元/月的租赁使
用服务。

2023年，因哺光仪不规范使用造成某
12岁女童视网膜黄斑损伤，导致视力永久
性受损。同年6月，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
将激光近视弱视治疗仪类产品划分为第三
类医疗器械，并给予企业和市场一年过渡
期。这意味着在2024年7月1日之后，企业
生产、销售哺光仪，须具有第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和生产许可证。

今年4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同
仁医院有关专家在国际知名眼科期刊共同
发表名为《近视儿童重复低强度红光治疗
后视锥细胞密度的变化》的论文，指出以激
光作为光源对儿童眼睛进行照射以防控近
视，有引发视锥光感受器受损的风险。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眼科副主任
医师张一弛说，哺光仪目前临床研究观察
最长时间为一年。部分孩子使用后眼轴增
长确有所控制，但发生机制尚不明确，长期

暴露情况下安全性、有效性也有待观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眼科

主任刘莹说，部分家长因孩子近视进展或眼
轴增长过快而选择使用哺光仪，也有一些家
长认为孩子度数不严重，想用三分钟哺光替
代两小时户外，这些想法并不可取。

这位专家表示，户外活动作为近视防
控方案的循证医学证据在全球的观察时
间更长、数据更多。建议家长们理性评估
风险与收益，优先选择证据充分的防控手
段。

大路灯能“模拟自然光”？
“相比普通台灯，大路灯的室内照明光

线分布相对均匀，能够减少阴影和暗区，照
射范围也更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轻
视疲劳，但并不足以单独作为一种近视防
控方法。”刘莹说，与按照三类医疗器械管
理的哺光仪不同，大路灯本质上是一种灯
具。

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倪海
龙表示，万物生长靠太阳，晴朗白天的太阳
光照度可达10万勒克斯（lux），远超能提供
1000lux 左右光照强度的所谓大路灯。“同
时，大路灯也无法替代户外光刺激视网膜
分泌多巴胺的关键作用。”他说。

很多临床医生都在门诊中遇到家长请
求推荐灯具产品。不少家长表示，大路灯

“参数眼花缭乱、价格五花八门”，“缺乏行
业标准、质量良莠不齐”，购买后发现部分
低价产品夸大宣传。

《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明确，读
写应在采光良好、照明充足的环境中进行，

桌面的平均照度值不应低于300lux。国家
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对灯具色
温、显色指数、照度、视网膜蓝光危害和闪
烁等多项指标提出要求。

专家强调，近视的发展受环境因素、遗
传因素等共同影响，采光照明只是其中一
个方面。选购灯具应优先参照国家出台的
相关标准。

改善整体光环境和用眼习惯，避免依
赖单一技术手段

倪海龙强调，近视防控的关键仍在于一
增一减，即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
负担，同时可辅以改善光环境及用眼习惯，
要打组合拳，而非依赖单一技术手段。

专家建议要科学看待人工光源，辅助
工具不可替代自然光照和基础防控。

“不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自然
光作为视觉的核心保护因素，其作用不可
替代。”刘莹说，人工光源的应用需以“安
全、循证”为原则，避免因商业营销或焦虑
心理陷入误区。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近
视防控，部署三级干预措施。一级预防包
括从婴幼儿期（2岁半起）就定期筛查视力，
避免过早接触电子产品；二级预防包括通
过户外活动、用眼习惯调整降低近视风险；
三级预防包括采用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
及低浓度阿托品等医学手段延缓近视加
深。

专家表示，近视防控是个系统工程，需
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用
眼健康。

这是6月5日拍摄的那曲市申扎县
周边湿地里栖息的黑颈鹤和出生不久
的小黑颈鹤。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属高原特有鹤类，主要栖息于海
拔 2500 米至 5000 米的高原沼泽地、湖
泊及河滩等湿地环境。

每年四月开始，就会有成对的黑颈
鹤陆续迁徙至西藏那曲市申扎县，选择
湿地环境繁衍下一代。

近年来，西藏持续加大黑颈鹤栖息
地保护力度，黑颈鹤生存环境显著改
善。申扎县星罗棋布的湿地，吸引了大
批黑颈鹤来此孵蛋育雏。

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 摄

西藏西藏：：黑颈鹤家族高原湿地喜添黑颈鹤家族高原湿地喜添““萌宝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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