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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樊宇

又是一年进博会时间。形似“四叶
草”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装点一新，
拥抱八方来客。这将是新冠疫情后进
博会首次全面恢复线下办展，参展商
数量已全面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也超过历届。

汇天下之物产，促商贸之流通，创
科技之新潮，从中国创办到世界共享，
从一展汇世界到一展惠全球，以中国
新发展为世界创造新机遇的进博会，
正串起双向奔赴的发展合力、奏响合
作共赢的华彩乐章。

这里是中国与世界共谋发展机遇
的舞台。商品、企业、资源在这里汇
聚，出口和进口，生产和消费，投资和
招商……距离在这里拉近，相通则共
进，从上下游产业衔接到贸易投资布
局，进博会日益成为产业相融、创新相
促、规则相联的重要窗口，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增强，发展的
全球脉络更加通畅。俄罗斯科学院中

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研
究中心领衔研究员罗扎利娅·瓦尔法
洛夫斯卡娅说，对外贸易交往如同全
球经济体内流动的血液，进博会加快
了这一血液的流动速度，进而促进全
球经济健康发展。

这里是中国与世界共寻发展动能
的展台。“首发”“首展”作为标配，让进
博会成为创新创造的大秀场。在全球
经济复苏缓慢、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
当下，各国都在寻找新动能，创新的意
义不言而喻。参展商不以山海为远，在
这里观察、交流、探索，感知市场变化，
预见行业趋势，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由此汇聚。在这里，有瞄准时下“痛
点”的创新，也有关乎技术变革和长远
发展的探讨。“进博会让我们看到了市
场新机遇”，是很多参展企业共同的心
声。今年的进博会上，超400项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将集中亮相。在奥林巴
斯中国区医疗事业统括总裁王晓勇看
来，进博会不仅是展示新产品、新技
术、新服务的“大舞台”，也是进一步融
入中国市场的“加速器”，还是观察行
业趋势的“望远镜”。“四叶草”里蕴含
着无数机遇，激励着企业续写与中国
的长久约定。

这里是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
的平台。过去几届进博会上，埃塞俄比
亚咖啡、几内亚比绍腰果、赞比亚蜂蜜
等特色商品得以和世界500强及其他
龙头企业的优质产品同台亮相。在今
年国家展中，69个国家里面有16个是
最不发达国家。进博会的平台效应为
这些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搭建了重要
桥梁，为其产品出口、推动减贫进程及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契
机。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合设机
构国际贸易中心执行董事帕梅拉·科
克－汉密尔顿评价说，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是推
动最不发达国家出口持续增长，“进博
会实际上是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进博会见证着中国对外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习近平主席在
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
中国举办进博会，就是要扩大开放，让
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进博会
的三大板块——国家展、企业展、虹桥
论坛，每一项都有鲜明的开放特色。国
家展邀请世界各国进行国家形象综合
展示、倡导全球开放合作；企业展向全
球展示市场的开放魅力；虹桥论坛为

经济全球化、全球开放合作凝聚更多
共识。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进博会还将
设立“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成就
展”，全面展示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实践
和建设成就。

从首届进博会开始，不断推进的
开放合作具体举措，展示了中国同世
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的开放胸怀。进博会年年如约而至，中
国以不变的初心、务实的行动捍卫开
放合作和互利共赢。

消博会、服贸会、广交会、进博
会……一个个展会记录着中国与世界
的“双向奔赴”。一以贯之的开放承
诺，让中国成为不确定性时代的最大
确定性。从扩大出口到优化进口，从
引进外资到对外合作，从升级制造业
到引领科技创新，中国以开放纾发展
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
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对全
球商品要素的引力场日渐凸显，推动
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

在进博会，感受开放大潮，谋求合
作大势，憧憬发展前程，这场中国与世
界双向奔赴的“东方之约”将书写命运
与共的新篇章。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不同病原做好甄别
老年人及早治疗是关键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
近期我们临床上观察到流感患者、肺炎
支原体感染患者数量逐渐增加。”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说，从整体看，流感病例数有所增加；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趋缓，预计入冬后
可能有小幅波动；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
病例增多。

王贵强表示，不论是流感、新冠病
毒还是肺炎支原体感染，一般成年人感
染后实际症状都较轻，但老年人和基础
病患者人群抵抗力相对较差，是发展为
肺炎和重症的高风险人群。这些感染容
易破坏脆弱人群的上呼吸道免疫屏障，
继发一些细菌感染，从而导致病情恶
化。

“对重症高风险人群来说，在早期
进行准确的鉴别诊断，及时针对性用药
很关键。”王贵强建议，重点人群若出

现高热、剧烈咳嗽、咳黄痰等肺炎或其
他上呼吸道感染表现后，要及时到医院
就诊、检测病原，并正确用药。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孙丽介绍，如果各年龄层患
者出现咳嗽或其他呼吸道疾病症状，在
不太严重、没有持续高烧的情况下，选
择社区医院可以更为方便快捷地初筛就
诊。

不是所有支原体感染都会得肺炎
家长避免擅自用药

“不是所有的支原体感染都会发展
为肺炎，因为绝大多数孩子都属于轻
症，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北京儿童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荃表示，肺炎支
原体感染是秋冬季比较常见的儿童呼吸
道疾病，每 3 年至 7 年会流行一次，家

长们需科学看待。
什么是肺炎支原体，家中孩子出现

哪些症状需要警惕？专家介绍，肺炎支
原体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它的生物
学特点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是非典型
病原体。假如家中孩子出现体温40摄氏
度以上、持续高热超过3天；刺激性干
咳，甚至影响正常作息；精神状况差，
频繁呕吐、腹泻，以及出现呼吸困难的
症状，可能是感染了肺炎支原体，需要
尽早带孩子去医院就诊。

近期，网络上出现“支原体用药三
件套”“儿童居家康复套餐”等所谓支
原体感染诊疗建议。对此，王荃表示，
不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吃药。因为儿童
的体重较轻，且很多脏器功能发育尚不
健全，所以儿童用药需结合其基础情
况。有必要经医生评估后，给出更安全
的用药方案。另一方面，从当前临床整

体看，儿童病例中感染流感病毒的情况
更多，因此通过病原检测后，才能对症
下药。

带病上学不可取
专家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徐保平
表示，肺炎支原体感染最主要的影响人
群是年长儿，也就是5岁以上的学龄儿
童及青少年。尽管目前5岁以下婴幼儿
感染率略有增加，但总体人数比年长儿
少。

徐保平说，对于已经确诊感染肺炎
支原体的学龄儿童，还是要坚持居家休
息，不建议带病上学。这既有利于孩子
的尽早康复，也是对学校其他孩子的保
护。同时，学校方面在保证室内温度的
情况下，建议做到勤开窗通风，并引导
孩子们做好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目前我国流感活动处于中低水平
但呈上升趋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
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表
示，预计我国南北省份会逐渐进入流感
高发期，并出现秋冬季的流感流行高
峰。在此期间，流感聚集性疫情可能会
增多，聚集性疫情主要发生在学校、幼
托机构、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建议公众勤洗手、勤通风，做好个人防
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徐保平表示，主动免疫对预防呼吸
道感染性疾病，特别是流感十分重要。
建议只要孩子没有禁忌症、符合接种条
件，都要积极接种流感疫苗。不仅要给
孩子们接种流感疫苗，孩子的看护人和
家中老人也应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积
极接种。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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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

如何防治秋冬季高发呼吸道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解答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董瑞丰

随着秋冬季节到来，近日
包括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细
菌感染等多种类型的呼吸道疾
病患者有所增加。怎样甄别不
同的呼吸道疾病？“一老一小”
如何科学应对？针对公众热点
关切，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组
织医学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作出专业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