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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恒 徐鹏航

像星星一样明净、璀璨，却
又像星星一样沉默、寂静……
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在4
月2日第17个世界孤独症日到
来之际，专家呼吁，给予“星星
的孩子”——孤独症儿童更多
关注，加强早筛早诊早干预，提
高公众对孤独症患者的接纳和
关爱。

抓住0至6岁关键期
尽早实施科学干预

孤独症是一类发生于儿童
早期的神经性发育障碍，病因
不清，多发生在3岁前。调查显
示，我国儿童孤独症患病率为
7‰。孤独症病因及发病机制复
杂，严重危害儿童健康和家庭
幸福。

孤独症儿童往往以社交沟
通障碍、兴趣狭隘、行为重复刻
板为主要特征，他们不喜欢与
人交流，常常重复某一行为，习
惯于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
因此，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关
爱。

“孤独症通常起病于婴幼
儿期，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药
物，主要治疗途径为康复训练，
最佳治疗干预期为 6 岁前，越
早干预效果越好。”北京大学第
六医院主任医师贾美香介绍，
如能在 3 岁前接受科学干预，
可不同程度改善患儿症状和预
后。

贾美香表示，对于轻度孤
独症患儿，干预和训练的目的
是尽量让孩子融入正常生活和
学习中；对于中度患儿，首先则
是要教会其生活自理技能。

为规范 0 至 6 岁儿童孤独
症筛查、诊断和干预服务，国家
卫生健康委2022年印发《0～6岁儿童孤独症筛
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防治工作关口前移，着重抓
住0至6岁这一关键阶段，通过抓早抓小，在早发
现的基础上早期实施干预，将有利于进一步改善
患儿症状，提升患儿生存质量，促进家庭幸福。

提升基层医卫机构能力
构建一体化服务链条

加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合理布局
诊断机构和干预康复机构，对于构建儿童孤独症
筛查、诊断、干预康复一体化服务链条至关重要。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需要承担初筛服务，县级
妇幼保健机构则承担复筛服务，

“特别强调基层为主的干预康复
原则，帮助孤独症儿童实现就近
就便干预”。

据了解，北京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为0至6岁儿童提供免费
的孤独症初筛服务，各区妇幼保
健院对初筛异常儿童提供免费
复筛服务；湖北省建立和完善0
至 6 岁儿童孤独症初筛、复筛、
诊断、康复、救助的规范服务体
系，依托湖北省妇幼健康智慧管
理系统，及时上报辖区内异常儿
童基本信息与数据……

采用综合措施
重视康复训练

“指给老师看，哪个是兔子
的 鼻 子 ”“ 找 找 胡 萝 卜 在 哪
里”……在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
务中心的个训教室，3岁多的双
双（化名）正在康复老师王祎阳
的帮助和指导下，锻炼自己辨图
识物的能力。

“双双很安静，虽不愿说话，
但是她很细心，逻辑性很强。”王
祎阳介绍，双双已在中心接受康
复训练两年多，变化很大。以前
的她对于外界的一切都“充耳不
闻”，现在已经学会了与人进行
眼神对视，还能在康复训练时专
心听讲。

该中心主任李雪梅表示，对
于儿童孤独症的治疗，要根据儿
童具体情况，采用康复训练、行
为治疗、家庭支持等综合措施进
行干预，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
力和生活质量。康复训练应遵循
早期、个体化、科学循证、基层为
主和家庭参与的原则。

专家表示，要引导家长树立儿童健康第一责
任人意识，积极主动带孩子进行孤独症筛查、诊
断，并接受干预服务。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
中，定期接受专业人员的培训与指导，学习和掌
握孤独症相关知识和基本干预技能，给予儿童充
分的包容与关爱，通过陪伴互动与干预引导，更
好地促进孤独症儿童康复。

“每一个孤独症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星
辰’，值得被温柔以待。”李雪梅呼吁社会各界加
深对孤独症的了解，努力创造一个包容关爱的环
境，用温暖陪伴孤独症儿童，让他们的世界不再
孤独。 新华社北京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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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
融合班的孩子们进行游戏活动。

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北京大
学医学部幼儿园举办“携爱同行 为每个生

命绽放”等主题活动，通过制作“星灯”、舞蹈
表演、举办幼儿绘画展等形式，让孩子、家长、
教师一起关注孤独症幼儿及家庭，传递善意
和关爱。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数 据 ， 看 不 见 、 摸 不
着，但我们每个人却早已身
处数据海洋之中，日常点滴
汇聚成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数
据资源。

全国数据工作会议上的
最新信息显示，经初步测
算，2023年我国数据生产总
量预计超32ZB。这表明我国
已是全球数据大国，让流动
的数据创造更多价值是未来
方向。

海量数据来自哪里？
打开手机，外卖记录生

成个人饮食喜好；在订单、
库存和交货期里，藏着企业
的供应链信息；人口、医
保、就业数据的统计，是政
府民生的直接反映……数字
中国的活力无处不在。

数据能给社会发展带来
什么？

我们以一份医疗数据为
例：如果用于医生诊断，可
以看出一个病人的病因甚至
病情发展；如果用于医药企
业，这是新药研发的重要参
数，直观反映药品的治疗效
果和不良反应；如果用于保
险行业，能够作为基础信息
帮助实现定制化保险产品。

万物互联时代，一数据
激 起 千 层 浪—— 同 一 个 数
据，不仅可以重复用于不同
场景且不会损耗，还可以发
挥“助燃”作用，规模效益
巨大，这就是数据要素区别
于土地等其他要素的特性。

有机构预测，数据流动
量每增加10％，将带动GDP
增长 0.2 个百分点。数据作
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最大优
势，在于“数乘万物”。如同
数学算式上从一级运算跨越
到二级运算，数据要素带来
的是指数级别的倍增。

放眼望去，无论是借助
气象土壤数据实现农业精准
作业，还是通过数字化改造
让钢铁生产更加可控，抑或
是综合研判车、路等多方数
据开发自动驾驶，数据正加
速与千行百业相结合，发挥
出乘数效应。

与此同时，不论是传统
产业数字化改造，还是充分
借助数据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宝贵的数
据又从千行百业中产生，得
以继续被开发利用。数据与
产业，相互促进，相互激
发，迸发出中国经济蓬勃发
展的动能。

数据多，更要把“数”
用好。

2015年，我国提出“互
联网＋”；2019 年，我国将
数 据 作 为 新 的 生 产 要 素 ；

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建设
数字中国；2022 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
作用的意见》 对外发布，搭
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我
国对数据开发利用稳步推进。

然而，数据应用潜力释
放不够，数据壁垒、数据孤
岛阻碍数据流通，数据隐
私、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数据要素在发展过程中存在
不少难题。

2023 年 10 月，国家数
据局应运而生，统筹数字中
国、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
设工作，加快破局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正是数
据大国对于数据要素开发利
用和数据要素健康发展的前
瞻性布局。

数据价值必须在应用场
景中才能实现。面向未来，
怎样让流动的数据赋能更多
实体产业？

一言以蔽之：让“数”
好用，把“数”用好。

——让数据供得出。
数据不同于传统生产要

素的特性，使得产权界定变
得较为困难。谁有权利持
有，谁能加工使用，谁能经
营相关产品？国家数据局表
示将围绕数据产权、交易流
通、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出
台相关政策文件，为发挥数
据要素价值提供坚实制度保
障。

——让数据流得动。
流动的数据才能带来价

值，数字基础设施是数据流
动的前提。国家数据局局长
刘烈宏表示，加快构建联网
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
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通
过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
字经济发展，同时探索布局
数据基础设施，打造安全可
信的流通环境，为促进跨行
业、跨地域数据要素流通、
开发、利用提供支撑。

——让数据用得好。
不同于其他传统要素，

数据只有与场景结合，才能
改变传统生产函数，更好实
现数据价值。国家数据局全
力推动“数据要素×”行
动，山东、辽宁等围绕政务
服务、产业发展等积极打造
各类数据应用场景。

加快推动数据在不同场
景中发挥出千姿百态的乘数
效应，我国数据基础资源优
势将不断转化为经济发展新
优势。未来的数字中国将更
精彩。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数据产量超数据产量超3232ZBZB！！
数字中国持续释放数字中国持续释放““数数””活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