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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曼谷 1月 11 日电 （记
者 林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1日提
醒来泰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
不要轻信“高薪工作”“包机票食宿”等
虚假承诺，以免受骗上当。

中国驻泰使馆表示，根据中泰免签
协定，入境对方国家从事工作、学习等
须事先批准的活动须在入境前办妥相
应签证。如系免签入境，请勿在泰从事
非法务工等与免签规定不相符的活
动。来泰中国同胞在泰期间如人身安
全和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及时报警，
也可由在泰亲友或委托他人报警，并联
系中国驻泰使领馆寻求协助。

中国驻泰使馆10日表示，在中泰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公民王某已于
当地时间10日晚离泰回国。针对这起

由网络诈骗引发的个案，泰方高度重
视，迅速展开营救行动，有效保障当事
人及时获得解救，中方对此表示感谢。
中国驻泰使领馆将与泰政府及有关部
门继续通力合作，切实维护来泰中国公
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中国驻缅甸使领馆10日也再次提
醒广大中国公民，警惕电信网络诈骗，
提高防骗识骗意识能力，切勿轻信所谓

“海外高薪招聘”信息，以免落入电信诈
骗陷阱、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害。如不
慎遭遇诈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
缅甸使领馆求助。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表示，近日，多
名中国公民求助称在社交网络平台遭
遇“海外高薪招聘”骗局，被诱骗出境偷
渡至缅甸妙瓦底地区从事电信诈骗。

中国驻泰使馆提醒 警惕“高薪招聘”陷阱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常见
病原体包括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呼
吸道合胞病毒等。

当前我国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态势
如何？怎样有效应对流感、人偏肺病
毒？春节将至，旅途中怎样做好健康
防护？国家疾控局组织疾控和医学
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作出专业
解答。

今年冬春医疗负荷较去年
低，预计1月中下旬流感活动
水平下降

“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流感仍处于
季节性流行期，流感病毒阳性率上升趋
缓，预计1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可能
会逐步下降。”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
研究员王丽萍说。

专家介绍，由于气候等原因，不同
省份间流感活动水平有所不同，除南方
个别省份处于流行早期外，大多数省份
流行强度处于中等水平；人偏肺病毒阳
性率在北方省份上升趋缓，14岁及以
下病例中阳性率开始下降；呼吸道合胞
病毒阳性率在0至4岁年龄组中呈波
动上升趋势。

王丽萍表示，预计今年冬春季仍将

呈现多种呼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
行态势，但总体流行强度和医疗负荷较
去年低。

人偏肺病毒是常见病毒，
并非当前优势病原体

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副所
长黄芳表示，人偏肺病毒是一种引发急
性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2001年被
荷兰科学家发现，但研究表明，它已经
在人类中存在了60多年，并不属于新
毒株。

“人偏肺病毒感染后常出现发热、
咳嗽、鼻塞、流涕等呼吸道症状，是自限
性疾病，大多数症状可自行消失。在我
国集中在12月至次年4月流行。”黄芳
说，该病毒在2025年第1周全国检测
阳性率为6.2%，低于流感，并非当前我
国呼吸道传染病优势病原体。

不推荐流感“预防性”用药，
目前仍鼓励打流感疫苗

“流感是相对常见疾病，建议公
众尽量以接种流感疫苗、加强个人防
护来预防。对于健康成人和儿童，不
推荐‘预防性’服用药物。”北京协和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张弘说。

出现流感症状怎么办？张弘建
议，健康人如出现低热、流鼻涕等症状
可以先观察，在家好好休息，对症治疗
即可；如出现高热、头痛、四肢酸痛明
显，建议到发热门诊就诊，或选择病毒
检测试剂，若确认是甲流阳性，在医生
指导下可选择抗甲流药物，如奥司他
韦或玛巴洛沙韦；婴幼儿、高龄老人或
有较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需尽早检
测或就诊。

专家提示，很多人在服用抗病毒
药、感冒药后可能出现腹痛、大便次数
增多甚至腹泻，这些可能与药物抗过敏
成分有关，不必过于担心。

有网友关心，若此前没来得及接种
疫苗，此时是否还适合接种。王丽萍表
示，现在依然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只要
还处于流感病毒传播活跃期，接种疫苗
就能帮助降低感染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疾控专家预判：

1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将下降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逯德忠

一说起四川省西昌市，人们想到
的就是航天城、卫星发射中心；其实，
西昌不止这一面——作为凉山彝族自
治州首府，西昌还是一座多民族文化
交融、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交织的“宝
藏”城市。

1月7—9日，记者参与了由西昌
市委宣传部主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四川中心协办的“冬日暖阳·最安逸是
西昌”大型采风调研活动，走进西昌城
乡多地采访“文旅+”“+文旅”全域旅游
发展战略实施情况，实地感受西昌旅游
的独特魅力。

“文旅+旅拍”：带动一座
古村落“出圈出彩”

揽山水胜景，触时光记忆，品人间
烟火……1月8日，尽管不是周末，还飘
着细雨，但是在西昌市近郊、邛海南岸
的大石板古村，依然有许多游客来这里
观光“打卡”。

大石板村原叫大佛场，是一个有着
600年历史的古村落，也是古代“南方丝
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之一。

“以前，乡亲们大多务农、打渔、外
出务工。几千人守着这块风水宝地，
经济却始终没有搞起来，到处破破烂
烂的。”海南街道大石板社区党委副书
记尹俊说，转机出现在实施乡村旅游
开发之后。从 2019 年到 2022 年 11
月，西昌市在大石板社区先后实施了
乡村振兴一期和二期项目，以保留古
村文化和村落原貌为核心，打造面积
近2.8平方公里的“古村落+新民宿”乡
村旅游景点。

项目建成后，大石板村古韵再现。
2023年春节期间，一些游客穿着彝族
服装的“旅拍”照片分享到网上，古村一
下子“出圈出彩”，吸引了上百万游客前
来观光，带火了“旅拍”、餐饮住宿、土特

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等产业，乡亲们的
口袋更鼓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达到了
130多万元。

短短几年间，大石板古村实现了华
丽转身，成为西昌市乡村旅游的新地标
之一。

“文旅+农业”:围绕特色
高效和生态循环做文章

漂亮的农家小院、绿油油的菜地和
一排排果蔬大棚，极具规模的特色高效
农业，是西昌新农村的靓丽风景。

裕隆回族乡兴富村是一个回、汉、
彝等多民族聚居村落，其中回族居民占
全村人口的75%。近年来，兴富村整
合省州市三级推进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580万元，完善了基础设施、整治了人
居环境；同时，以“村集体+公司+农户”
的形式，引进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建成
了大棚蔬菜基地1500余亩、大棚葡萄
园400余亩、花卉种植园4000亩。

“村里的特色高效农业年产值达到
了12亿元，上千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兴富村党支部书记徐富兴自豪地
说，“良好的交通条件和人居环境、独特
的民族风情和高效农业，吸引了大量游
客慕名而来。每到节假日，我们村里的
清真牛羊肉汤锅店、烧烤店都是爆满。”

西昌市还积极践行“两山论”，鼓
励各乡镇街道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
种养循环生态农业，不断拓展农旅融合
边界。

重庆人贺广健退休后开始从事中

医生态循环农业技术转化和推广，他所
在的团队在西昌市创办公司，按照“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指导当地农民
种植优质果蔬，大幅减用化肥和化学农
药。“我们的产品达到绿色标准、有机标
准，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
品尝，示范效应初显。”贺广健说。

“跨界+文旅”:用活古资
源、做美水环境、厚植文内涵

“打开窗户就是阳光和蓝天，上午
沿着邛海边逛一逛，看看湖光山色；下
午到沙滩边唱唱歌，看看夕阳。”重庆市
民陈女士一家已多次到西昌“过冬”，非
常享受这种惬意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西昌市依托丰富的山水资
源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将文旅产业作为

“首位产业”，以文旅融合引领全域旅游
发展，用活古资源、做美水环境、厚植文
内涵，不断出新文旅业态，推动跨界融
合发展、多元发展。

“我们打好‘人文牌’‘山水牌’，深
入挖掘邛海渔家文化、建昌古城文化、
礼州红色文化等一批西昌独特历史文
化，打造了建昌古城、唐园、高山堡陈
家大院等一大批文旅新地标。”西昌市
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系列
举措，推动了全市文旅布局全域化、产
业结构集群化、供给消费品质化、服务
水平精品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

每年举办的凉山彝族火把节等系
列文旅活动，持续“上新”的文旅+民
俗、电影、美食、娱乐、康养等业态，让西
昌市把“流量”转化为真正的“留量”，以
文旅产业为主导的服务业对全市GDP
的贡献率达75%以上，成为首位产业。

实施“文旅+”“+文旅”发展战略初见成效——

西昌从航天城向全域旅游名城迈进

新华社华盛顿1月10日电 （记
者 熊茂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0日表示，美国新
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
走向，将给2025年全球经济带来更大
不确定性。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 IMF总部
举行的一场媒体圆桌会上表示，鉴于
美国经济的规模和作用，全球都非常
关注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方向，特
别是在关税、税收、放松管制和政府效
率方面。

她表示，这种不确定性在美国未
来贸易政策方向上尤为明显，使得全
球经济面临的“逆风”进一步加剧，尤
其是对那些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国
家和地区。

格奥尔基耶娃还谈及强势美元的
影响。她表示，美元对发达经济体货币
和新兴市场货币皆走强，可能会推高新
兴市场经济体的融资成本，尤其是对低
收入国家而言。

格奥尔基耶娃敦促各国政策制定
者解决低增长、高债务的难题。她表
示，各国需要继续朝着价格稳定的目标
前进，需要逐步推进财政整顿，也迫切
需要采取有利于增长的改革，以可持续
的方式促进增长。她补充说，各国无法
通过借贷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增长
来摆脱困境。

IMF于2024年10月发布最新一
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
和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均为3.2%。该
报告的更新内容将于1月17日发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全球经济因美贸易政策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日本文部科学省一项最新调查
结果显示，日本各大学 2024 学年招
生名额数比入学总人数多出逾 1万
人，自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招生名额
与入学人数“倒挂”的情况。按照日
本媒体说法，日本由此进入“全员上
大学时代”。

根据调查，2024学年，日本全部公
立和私立大学招生名额总数为62.52
万，实际入学人数为61.35万，两者相
差超过1万。入学人数占招生名额数
的比例为98%，自2010学年以来首次
低于100%。

日本全部私立大学2024学年入学
人数为47.92万，比招生名额少约1.65

万。近年，日本难以招满学生的私立大
学呈增多趋势。根据日本私立学校振
兴共济事业团的调查，2024学年有约
60%的私立大学未能招满学生。

相比之下，日本公立大学完成了招
生计划，入学人数为13.42万，比招生
名额多约4700人。按日本媒体说法，
由于通常会有学生放弃入学，因此这些
大学超额录取了一些学生。

日本媒体分析，日本进入“全员上
大学时代”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持续低
迷、考生数量减少。文部科学省预测，
到2050年，大学入学人数将比现在减
少约三成，降至约43万。

（据新华社微特稿）

招生名额比入学人数多

日本进入“全员上大学时代”

■新华社记者 张兆卿 丁英华 褚怡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
化服务局10日发布新闻公报说，2024
年成为自18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
的年份，多项关键气候指标破纪录。气
候学者认为，2024年全球气温上升导
致了更多极端天气事件，对人类社会造
成灾难性影响。

专家预测，尽管2025年不太可能
成为“最热”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全球
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极端天气事件的
频率和强度将持续加剧，而这背后的主
要驱动因素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
化，因此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刻不容
缓。

2024年多项关键气候
指标破纪录

公报显示，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
达到15.10 摄氏度，比上个最热年份
2023年高出0.12摄氏度，比工业化前
(1850年至1900年)的气温水平高出1.6
摄氏度。2024年是首个全球平均气温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摄氏度以上
的年份。

数据显示，2024年中有11个月全
球月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
摄氏度以上。2024年7月22日全球日
平均气温创下17.16摄氏度的新纪录。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人类活
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全球地表和海洋
表面温度急剧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极端天气加剧造成多重
威胁

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对人
类社会造成灾难性影响。高温会直接
导致热浪、干旱和山火等灾害，并还会
通过改变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引发更多
极端降水事件。

2024年，欧洲是受极端天气事件
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意大利、法国
和西班牙在夏季期间遭遇持续高温，一
些地区气温屡创新高，对公众健康构成
严重威胁。希腊遭遇了约9500起森林
火灾，过火面积近4.45万公顷。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
盟”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指出，2024
年创纪录的全球气温直接推动了暴雨
的频率和强度。在这份报告研究的16
起洪灾中，有15起与气候变化引发的
异常降雨密切相关。报告另外研究的
20多起天气事件导致至少3700人死
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高温也对生态系统和环境平衡造
成了深远破坏。

2025 年很可能不会成
为最热年

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化，全球气温短
期内会有所回落，2025年全球平均气
温预计不会比2023年和2024年更高。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的预测显
示，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拉尼
娜现象出现的可能性超过50%。2023
年和2024年由于强厄尔尼诺现象，赤
道太平洋海洋表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
推动了全球气温上升。然而，厄尔尼诺
现象是短暂的，它会持续几个月后转向
拉尼娜现象——这种现象会导致赤道
太平洋海洋表面温度低于平均水平，从
而对全球气温产生制约作用。

长期来看，全球平均气温仍然呈现
上升趋势，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处于创
纪录的水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
新年致辞中指出，“我们刚刚经历了10
年致命的高温”。他敦促各国在2025
年大幅减少碳排放，“这是必要的，也是
可能的”。

（据新华社德国波恩1月10日电）

2024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
极端天气敲响气候警钟

■新华社记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前在反对党
和执政党双重压力下，宣布辞去执政党
自由党领袖职务，并表示将在自由党选
出新领袖后辞去总理职务。过去一年
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
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纷纷在选举中失势，
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分析人士认为，如此政坛变化一方
面是由这些国家执政联盟或执政党内
部矛盾或争斗所引发，更重要的是反映
出民众对西方政治精英阶层严重脱离
民意的失望和愤怒。

“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是加拿
大政府施政不力、民生艰辛的一个写
照。据不完全统计，加拿大全国有超
过 15万人无家可归，分布在各大城

市。收容中心“渥太华使命”的一名代
表说，据统计渥太华有3000多人无家
可归，“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实际数字比
这要高”。

近年来，住房危机、生活成本飙升
等问题引发加拿大民众不满，特鲁多政
府支持率持续低迷，要求其辞职的声音
也越来越多。反对党指责特鲁多政府
政策与民众实际需求脱节：未能有效抑
制房价飞涨和提升民众收入水平；移民
政策过于激进，给住房、就业、医疗等带
来巨大压力；绿色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
运营成本等。

特鲁多政府内部也面临分裂。德
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说，特鲁多在开始
担任总理之初承诺推行“积极政策”。
然而，越来越多人指责他没有兑现承
诺，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2024年7月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已
有9名部长宣布辞职或不再参加下届
联邦大选。

美国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去政府及国
会两院控制权；英国保守党长达14年的
执政被工党终结；法国一年内三换总理；
德国执政联盟因内部矛盾解体，总理朔
尔茨沦为少数派政府领导人，主动触发
联邦议院选举提前举行……

分析人士指出，不少西方大国面对
国力下降、经济放缓、移民冲击等难题，
但执政的精英阶层或被金钱政治操控，
或被利益集团裹挟，忽视民众基本诉求
和期盼，最终失去民意支持，遭遇政治
变局。

美国盖洛普公司2024年12月一
份调查显示，多数美国民众不认可拜登
总统和国会，对经济持负面评价，对国
家发展方向也感到不满，仅39%的民
众认可拜登工作表现，17%的民众认可
国会表现。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
斯指出，美国政治机构功能失调日益严
重，主要原因是被富人、大企业、特定利
益集团的竞选资金所腐蚀，导致国会和

白宫寻求的政策脱离公众利益，公众对
政府的信心下降。

英国保守党选举失利，一方面原因
是其未能解决民众真正关心的生计问
题，包括食品、能源、住房等价格高企，看
病难、看病慢，多个行业从业者因工资、
工作条件等出现劳资纠纷而多次罢工。
另一方面，保守党政府内讧不断，首相频
繁更换，政客不顾民众诉求却热衷于权
力争斗，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有媒体如此形容近期多国政坛的
困局：“这显然是个不满的冬天。”德国
《青年世界报》则刊文说：“西方多国政
局风雨飘摇。”

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执行总
监哈里·奎尔特-平纳指出，“没有灵丹
妙药可以恢复民众对政治的信任……
仅仅更换首相或执政党并不能解决问
题。我们需要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深入
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西方多国政局何以接连“洗牌”

春运期间，人群流动和聚集性活
动增多，可从出行前准备、旅途中防
护、旅途后卫生三方面着手，做好呼
吸道传染病健康防护。

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疫
情和天气情况；备好口罩、消毒湿
巾、免洗手消毒液；境外旅行人员
需做好个人健康申报；建议老年
人、慢性病患者等积极接种新冠、
流感、肺炎球菌疫苗；如有发热、咳
嗽、咽痛等症状，建议居家休息，推
迟出行。

旅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

前往密闭、人群密集场所时，科学
佩戴口罩；老年人、严重慢性病患
者尽量减少前往人群密集的室内
公共场所；避免用手触摸口鼻眼，
接触公共设施后勤洗手或用消毒
纸巾擦手。

抵达后：及时更换衣物并洗手、
清洗面部；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时，
居家休息，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症
状较重时，及时就诊并佩戴口罩；出
境旅行人员回国后出现发热、皮疹
等症状时，及时就医并告知境外旅
行史，帮助医生进行准确诊断。

【小贴士】

西昌市大石板古村，游客畅游花海。（资料图片） 通讯员 杨黎明 摄/视觉重庆

春运人群流动增多 注意做好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