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假期踏青赏花
4月4日，游客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茈碧湖镇大

佛村梨园中游玩。
清明假期，人们来到户外踏青、赏花，感受美好春光。

■新华社发 罗新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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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企业支持骑手缴纳社保，将带来哪些影响？

（上接第1版）数据的价值，在流
通中绽放异彩。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
让沉睡的政务数据与产业需求擦出火
花，大屏幕上跳动着实时的交易数
据。“2024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已
汇聚 300余家数商，完成数据交易 36
笔，实现交易额超2600万元。”内蒙古
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樊宇雄介绍。

站在智慧城市网络安全运营中心
的全景幕墙前，技术专家正在监测数
据流动的“脉搏”。“这里每秒钟要处理
百万级的安全日志，为数据流通筑起

‘防火墙’。”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王阳的指
尖在控制台跳跃，身后的“P4”级数据
应用实验室构建起城市级可信数据空
间，为推动呼和浩特公共数据安全处
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保障。这种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理
念，将让呼和浩特在数据要素市场化
改革中行稳致远。

从“风吹草低见牛羊”到“云涌数
聚算无疆”，呼和浩特正用数字画笔改
写塞北印象。昔日的“草原明珠”已然
蜕变为数据要素集聚的“产业磁场”。
开放共享的胸襟，或许正是呼和浩特
跻身数据要素全国30强的关键密钥。

从“中国云谷”迈向“世界算谷”
当数据要素融入城市发展肌理，

智慧服务正悄然改变民生图景。在赛
罕区金桥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孙医生熟练调阅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为
患者诊疗。“该系统3秒内即可完成症
状比对分析，生成个性化诊疗方案。”
他指着屏幕介绍道，蓝光映照着医者
专注的面庞。目前，这项AI诊疗技术
已开始覆盖全市基层医疗机构，95%
的辅助诊断准确率将助力塞外青城构
建起“智慧医疗”新生态。

呼和浩特智慧城市指挥中心，349
个信息系统数据在巨幅电子屏上流淌
跃动。这个汇聚 109 家单位数据的

“城市智慧大脑”，依托多模态数据分
析实现“深度思考”。而在看不见的数
字空间，华为医疗大模型与青城云算
力的碰撞，金融数据中心与算法企业
的联动，标注基地与自动驾驶企业的
协同，共同编织着呼和浩特的数据产
业图谱。

据统计，2024年，呼和浩特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 172亿元，
占GDP比重达 4.2%。呼和浩特市大
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包乌日汉表示：“去
年以来，我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

‘数据要素×’行动，聚焦发展以绿色
算力、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集群，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培优数字经济发
展生态。”

2024年6月29日，在2024中国绿
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上，呼和浩特
市被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数据中心委员
会正式授予“中国云谷”称号。当日，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启
动运营。下一步，呼和浩特市将以绿
色算力、智能算力为算力核心，以人工
智能、金融为应用导向和数据支撑，将

“中国云谷”建成世界级数字产业集
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

“世界算谷”。
锚定未来发展，呼和浩特2025年

开年制定出台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绿色算力及人工智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每年规划
1.28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支持数据要
素市场建设发展。

呼和浩特正将绿电优势转化为算
力胜势，将算力胜势锻造成数据定势，
最终让数据定势反哺城市发展。这座
腾起的“中国云谷”正构建“绿电—算
力—数据”价值转化链，以绿色算力筑
基、数据要素聚势，在数字经济赛道上
持续刷新“青城速度”，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澎湃动能。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者 朱
高祥、魏冠宇）4月 4日是我国传统节
日清明节。记者从民政部获悉，4日
全国有6.55万家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现
场祭扫服务，全天共接待祭扫群众
3302.61万人次，疏导车辆750.19万台
次，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55.83万
人。其中，选择鲜花祭扫等绿色低碳
祭扫方式的群众2108.07万人次，占现
场祭扫总人数的63.83%；1576个网络
祭扫平台服务祭扫群众59.01万人次。

4日全国各殡葬服务机构共安葬

骨灰2.21万份，其中采取海葬、树葬等
生态安葬方式的有 1634份。各地民
政部门加强组织保障，落实祭扫安全
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强
化祭扫服务保障，倡导殡葬移风易俗，
群众祭扫安全、平稳、有序。

预计明后两天假期，各地出行祭
扫人数仍将保持高位态势。民政部
提醒广大公众，及时关注当地天气、
路况等信息，择时错峰出行，文明低
碳祭扫，度过一个平安、文明、祥和的
清明节。

清明节假期首日
各地接待现场祭扫群众3300多万人次

健康讲座带货？国家卫健委提示不要轻信

呼和浩特：算数产业的进阶之路

过敏，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全
球公共卫生问题。世界过敏组织数据
显示，全球约30%人口受过敏性疾病困
扰，中国则有2.5亿过敏性鼻炎患者。

近年来，几乎每年春天，“过敏”都
成为绕不开的话题。而今年，热度变得
更高。特别是在春季的北方地区，过敏
患者的诊疗需求大增，易感人群比往年
范围更大，过敏性疾病来势更早、更加
猛烈。

花粉过敏，引发出人与自然如何和
谐共生的深刻思考。

过敏成为热门话题、就诊人数不断
增加，调查统计需加强跟上

很多人发出疑问，过敏的发病率和
烈度变严重了吗？

在北京协和医院，近年来春秋季花
粉过敏门诊患者数量有明显上升趋
势。目前，每天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就
诊量都在400人以上。北京气象局监测
站信息显示，近日，丰台区、房山区、朝
阳区等区域，花粉浓度均在401粒/千平
方毫米以上，浓度属于“高”或“很高”。

北京今年的春季花粉高峰期较去
年提前了4至7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沙海江在近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这是因为去年
北京冬季较为干燥，今年春季气温又迅
速回升，加之风力作用，使得花粉飘散
从3月初开始就比较集中。

北京儿童医院一个儿童过敏性疾
病研究团队，通过对 2014年到 2021年
的门诊电子病历数据分析发现，儿童过
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就诊病例数量
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已占全部过敏性
疾病门诊就诊疾病谱的45.4%、11.1%。

“不同年龄儿童的过敏原致敏模式
存在显著年龄差异。”该研究团队通信
作者、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
莉说，花粉过敏已有向婴幼儿低龄化发
展的趋势。

放眼全球，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把过
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
的疾病之一。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
全球可能有约40亿人患过敏性疾病。

专家表示，变态（过敏）反应科就诊
量的急骤增加，也可能与公众过敏识别
能力和健康素养的提升、我国过敏专科
医疗资源快速发展、个别地区气候或林
草等地域特殊因素有关，导致大型医疗
中心的过敏性疾病就诊例次数据增长。

但要真正摸清过敏人群的“画像”，
关键是要把流行病学的调查统计及时
跟上来，更加系统地监测我国过敏人
群、表现症状等动态变化。

“应加快建立一个研究方法一致、
动态监测的全国性过敏疾病监测网。”
向莉说。

致敏原因是多方面的，需增强应对
措施的针对性

日益增长的花粉过敏背后，最直接
的原因，或许是花粉量的增加。

北京市民张大爷记忆中，20世纪
80年代的春天是“杨絮迷眼”，而今他
的孙子面对的却是“花粉围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主任医师王旻说，春季花粉过敏的
“元凶”，往往不是颜色鲜艳的观赏花，
而是依靠风力作为媒介进行传粉或传
播种子的树木类、杂草类植物。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召开之
前，北京协和医院曾专门针对花粉过敏
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对比上世纪
80年代，北京本世纪初的花粉量增加
了三倍，春季乔木花粉、秋季杂草花粉
的绝对数量增多，种属多样性增强。

“从北京区域来讲，历史上栽种的
很多树木都进入到成熟期，在繁殖期花
粉传播量大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
市森林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成说，圆柏、
侧柏等一些有花粉致敏问题的树木被
比较广泛地栽种到了公园、居住区、办
公区、马路旁等人群聚集活动区域附
近，加剧了花粉向人群的传播。

此外，“钢筋水泥”的城市空间无法
吸附四处飞散的花粉，也“助推”了花粉
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花粉过敏高发
还与城市化、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等因
素有密切关系。

将视线放眼全国，这个“新世纪流行
病”呈现出鲜明又复杂的地域性特征。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
应科主任祝戎飞介绍，从全国过敏原的
分布看，有“南螨北蒿”的趋势，即在湿润
温暖的南方，尘螨过敏的患者多；在干燥
寒冷的北方，蒿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多。

当花粉过敏在北方地区整体更为
严重、部分南方城市因特殊植被成为花
粉症“飞地”时，在华东、华南地区，尘
螨、霉菌、蟑螂才是最常见的过敏原。

过敏管理是“持久战”，个人防护、
医疗资源、城市规划都要跟上

打赢过敏“防卫战”，短期重在个人
防护与医疗资源下沉。

从医学角度应对过敏，个体目前普
遍采用“三级防护法”——药物控制、避
免接触、免疫治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艳良
每年在过敏季来临前，都积极参与科
普，向“敏感”人士提出三大关键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药物预防“早行动”，
比如过敏性鼻炎患者可在花粉季前 2
至4周使用鼻喷激素类药物；物理防护

“全方位”，要关注每日花粉指数预报，
必要时外出佩戴N95口罩和护目镜，归
家后及时清洗鼻腔、更换衣物；急救药
物“随身带”，哮喘患者需随身携带急救
吸入剂，若症状加重应立即就医。

过敏到底与免疫力有着怎样的关
系？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
主任关凯提示，花粉过敏，并不意味着
免疫力低下，而是缘于免疫紊乱，简单
地提高免疫力不但有可能帮不上忙，还
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过敏反应。

“正常情况下，当病原体进入身体
时，我们的免疫‘小士兵’会把病原体
清除掉。但对于过敏人群来说，身体
的免疫系统会将无害的花粉‘错认’为
有害物，进行攻击，从而产生过敏反
应。”关凯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
年轻时过敏反应严重，随着年龄增长
反而有所减轻。

除了上述个人积极作为，背后还需
要可及、便利的卫生教育和医疗服务作
为支撑。更重要的是，面对快速更迭的
疾病谱，医疗系统应及时作出相应的顶
层设计和体系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过敏患者的防护难题。

多位医生表示，从长远来看，随着
疾病谱的变化，适时改变现有的临床医
学课程内容和专科体系设置，为这场长
久战役储备更多的医生、提升基层过敏
诊疗服务水平，已迫在眉睫，否则“等
10年后，可能已经来不及应对高发的
过敏疾病了”。

打赢过敏“防卫战”，中期重在城市
规划与过敏原监测。

花粉过敏发作时使人痛苦不堪，以
致有患者发问：“就不能把北京的圆柏
全拔了吗？”

我国柏树的种植历史悠久，北京现
存古树中有侧柏古树 22000 株、圆柏
6000株。诚然，解决过敏源头是一种
思路。但受《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条例》严格保护，砍伐或大规模改造古
柏几无可能。

除了法律法规不允许，“一砍了之”
也不现实。北京的过敏原远远不止圆
柏，柳树、杨树、悬铃木、白蜡等常见行
道树也都是过敏原来源树种。如果发
现一种过敏原就立刻消灭掉，可能会带
来严重的生态影响。

为逐步改善柏树花粉量过大的问
题，北京市在2021年修订了《北京市主
要林木目录》，刺柏属（含圆柏属）将替
换为白鹃梅属。相关部门也表示，未来
将科学地更新替换重点地区易致敏树
种。实施树种替代是治本之策，可以从
源头减少过敏原，但其实施需要时间，
不可能立竿见影。

免疫发育需要接触自然，系统治理
还需跨部门合作、多措并举

有专家认为，从长远看，与过敏共
生，并辅以全社会系统治理，可能是更
理性、科学的应对态度。

关于过敏，有一个著名的“卫生假
说”，即暴露于非致病性微生物中可能
是建立良好免疫功能的重要性因素。

向莉经常叮嘱患儿父母带孩子去
生态农业环境等场所玩耍，享受在大自
然环境下的体育活动，并多晒太阳。“检
测发现，大部分过敏患者体内的维生素
D含量低，且皮肤微生态的多样性明显
减少。这是缺少日晒、过度清洁的结
果。而这些都是诱发过敏和哮喘的危
险因素。”

作为“卫生假说”的实践，生态暴露
疗法启示我们：适度的自然接触能给免
疫系统建立梯度适应的机会，让我们与
各种过敏原实现柔韧的“共生”。

向莉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
意味着所有孩子都能通过这种方式避
免过敏，仍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
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如何织牢社会过敏“防护网”？有
效措施包括建立过敏原监测网络，推广
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建设低过敏原城市
绿地等。

3月 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59项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及修改单。新规要求八大类
致敏物质必须强制标示，以降低我国人
群食物过敏风险。此举被视为加快织
牢社会过敏防护网的一个进步。

不少专家指出，发达国家对花粉等
过敏原监测比较完善，在花粉季一般每
隔几个小时就做一次花粉预报，内容不
仅包括花粉浓度、品种等，也包括出行
和健康生活建议等。对于中国这样体
量的患者人群，建立一个更精准、完备
的过敏原监测网络，能起到事先预防、
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全国不少大、中城市都会做
花粉预报，也有一些大城市探索了跨部
门的监测模型开发。比如，国内较早开
展花粉日常观测的天津气象局，结合当
地疾病数据，研发了哮喘预报模型，已
开展哮喘气象风险等级预报，今年将采
用人工智能对模型进行优化。但构筑
防过敏的社会系统，还需要更广、更深
的跨部门合作，以及向中小城市、农村
地区延伸。

过敏防治目标和路径日益清晰，仍
需向科学寻求突破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
副主任医师文利平在《摆脱过敏》一书
里写道：“过敏现象虽然是偶然发生的，
但过敏一旦发生，这种机制就不会再离
开你的身体。或者说，在你身体的免疫
系统里，藏着一套敏感机制，时刻准备
着，只要一接触过敏原，它就自动发生，
呈现出过敏症状。”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是这么复杂而
神奇。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过
敏的机制，治疗手段也不多。与过敏性
疾病不断升高的发病率相比，过敏的整
体控制率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过敏束手
无策。从 2016年开始，中国将每年八
月的第二周定为“过敏防治周”，其主题
从“关注环境”逐步发展到“预防过敏”，
再到“发展过敏专科、培养专科人才、深
入基层医院、惠及过敏患者”，其防治目
标和路径日益清晰。

许多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向科
学寻求突破。比如，发展应对过敏免
疫反应靶点的精准治疗，开发微生态
制剂等。

目前，科学家迎战过敏的路径主要
有：通过生物手段来调控过敏特异
（IgE）抗体，或通过特定益生菌调节
TH1/TH2平衡。对此，我国科学家已有
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比如一些针对季节
性过敏性鼻炎的生物制剂研发等。

“中国正站在防治过敏的关键路
口。”中国医师协会变态（过敏）反应医
师分会名誉会长尹佳说，在了解致病诱
因之后，过敏性疾病是可预防可治疗
的。只要尽快行动，构建有效的过敏防
治体系，提高公众对过敏的科学认知，
我们完全有机会为攻克这一世纪难题
提供“中国方案”。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记者 顾
天成、屈婷、徐鹏航）

继京东 3月起逐步为全职外卖骑
手缴纳“五险一金”后，4月 3日，美团
宣布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地城区
启动试点，对符合条件的骑手参加灵
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给予
50%补贴。

这些举措将带来哪些影响？包括
骑手在内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
度，今年会有哪些新变化？

探索外卖骑手的社保解决方案
1000多万外卖骑手，已经形成了

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不过，
长期以来因劳动关系难认定、就业不
稳定等因素，此前平台基本不为骑手
缴纳社保。

“平台企业开始探索外卖骑手的
社保解决方案，可以说是为骑手的社
保困境‘破冰’，在推动维护骑手社保权
益的同时，也将有助于提高部分骑手的
福利水平和就业质量。”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根据美团试点方案，对当月收入
达到就业地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基数下限、且近 6个月有 3个月
满足该条件的骑手，可享受参保补贴。

2025年，泉州市和南通市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
数分别为 4433 元、4879 元，按照 20%
的缴费比例，每月应缴养老保险费分
别为 886.6 元、975.8 元。如果两地的
骑手自愿在当地参保，则分别可获得
美团发放的443.3元、487.9元补贴。

与美团不同，京东采取的是直接
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模式。“京东自
3 月 1 日起逐步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
社保，目前已与超 1 万名全职骑手签

订劳动合同，社保费用全部由京东承
担，确保骑手到手收入不会因此减
少。”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曹鹏介绍。

杭州上城区的李化路，成为浙江
首位“转正”的 京 东 全 职 骑 手 。“ 养
老、医疗、工伤等‘五险’是 1770 元，
公积金 600 多元，加起来 2400 多元
都是公司缴。”李化路说，在朋友圈
分享这一消息后，已接到了数百位
骑手的咨询电话，“很多人都希望获
得一份稳定保障”。

据平台数据，京东所属即时配送
平台达达秒送、美团以及饿了么的年
活跃骑手分别为约 130万人、超 745万
人、超 400万人。饿了么此前表示，已
在部分城市试点支持外卖骑士缴纳社
保，并在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
补贴力度和范围。

推动平台、骑手良性发展
为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近年来，

各城市已基本放开了外来劳动者参保
的户籍限制，对不完全符合确定建立
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允许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就业地自
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保险。但由于这部分缴费完全需个人
承担，且有些人没打算长期扎根同一
个城市，因此骑手参加的比例还不高。

按照美团的解释，试点采用补贴
方式，是为了更好适应骑手工作灵
活自由、过渡性强的特点，覆盖更多
骑手。

据记者了解，由于无时长单量限
制、无跑单类型限制，美团此次试点实
际上面向所有类型骑手开放。据试点
地区一名站长估算，从收入看，站内约

80%骑手符合享受补贴的条件。泉
州、南通两个试点区域覆盖超过 2.2万
名外卖骑手，后续美团将逐渐推广至
全国，覆盖骑手预计超百万人。

专家表示，平台无论是给长期稳
定的骑手直接缴纳“五险一金”，还是
采用补贴方式间接支持骑手参保，都
是为骑手注入一剂“强心剂”，在保障
这一群体基本权益的同时，有助于提
高其职业认同感和安全感。

“有了社保，跑单也成正经工作，
心里踏实”“生病再不用硬扛，过日子
更 有 底 气 了 ”“ 在 城 市 更 有 奔 头
了”……记者注意到，受平台支持社保
举措的鼓舞，近期不少骑手通过视频
或者留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期待。

“社保不只是生活保障，更关系
到新就业群体的身份认同。这一转
变，能为企业带来诸多长期收益，比
如稳定骑手队伍、提升服务质量和用
户黏性等。企业肯定会增加成本投
入，但更要看到全面收益。”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
主任张成刚表示。

从几大外卖平台的情况看，骑手
的流动性非常大，大部分是兼职，真正
把跑单作为一份长期职业的并不多。
随着业务扩大和更激烈的竞争，稳定
运力对平台更为重要。加强福利保障
鼓励更多骑手长期稳定就业，有助于
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良性发展。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加快完善

这一探索实则酝酿相当长一段时
间，包含了种种现实考量和长远目
标。其中除了企业自身发展所需，也
与政策倡导要求息息相关。

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内
的新就业形态人员数量近年来大幅增
加，全国已经有 8400万人。对于他们
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国家通过多种举措深化改革、完善
制度，加快补齐这部分劳动者权益保
障的短板。

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
见》提出“推动用人单位及职工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推动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住房公积金向职业劳动者广覆
盖”，到 10部门印发意见要求“推动农
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过
去一年来，一系列新部署接连推出，相
关部门积极探索，不断加大政策力度。

对骑手权益保障问题，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近日明确，将适应就业方
式的变化，研究完善参保缴费办法，将
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
形态人员纳入企业职工社保制度，享
有更高水平保障。

作为“新型工伤保险”的新就业形
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今年也将扩大
试点范围。

“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等平台
从业人员参加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的人数已超过 1000 万人。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通过
完善费率等政策，从扩容省份、新增
企业、拓宽行业等方面稳妥有序扩
大试点范围。我们准备将试点省份
由 7 个增加到 17 个，并逐步推动在
全国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 姜琳）

科学认识 积极防护 系统治理
——春季花粉过敏面面观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者 董
瑞丰）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胡强强日前提示，经常在
线上社交平台或线下举办的所谓“健
康讲座”“知识分享”等，过程中掺杂商
品介绍和推销，或者引导公众添加私
信、加入群聊咨询的，通常是伪科普、
真带货，大家不要轻信。

胡强强表示，如果发现健康科普

方面的谣言或错误信息，公众可以登
录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的辟谣平
台进行举报或查证。

据了解，针对互联网上一些健康
科普的乱象，国家卫生健康委一方面
加强辟谣，另一方面通过“时令节气与
健康”系列新闻发布会、国家健康科普
资源库新媒体账号等渠道，持续加强
优质健康科普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