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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 者
周圆 王聿昊）今
年 5 月 12 日 是 第
16 个 全 国 防 灾 减
灾日，主题为“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着力提升基
层 防 灾 避 险 能
力”。连日来，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突
出主题、广泛发动，
组织开展了丰富多
样的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活动。

各地各部门贴
近实战，组织开展
一系列场景多样的
演练演习。国家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
浙江省人民政府在
浙江金华等地，联
合举办“应急使命·
2024”超强台风防
范和特大洪涝灾害
联合救援演习。上
海模拟强对流天气
同 时 发 生 地 震 灾
害 ，开 展“ 沪 应 －
2024”综合应急演

练。河南围绕群众紧急转移避险、集中安置
和生活救助举办自然灾害救灾救助应急演
练等，一系列演练演习有力检验了队伍，磨
合了机制，促进了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提升。

宣教内容方面，各地各部门线上线下相
结合，全方位、立体式开展一系列防灾减灾
科普宣教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协调通信运
营商，面向全国手机用户发送全国防灾减灾
日主题公益短信。自然资源部公布2023 年
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案例。北
京围绕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应对复
盘，在学校和公园开展体验展示活动等。

此外，各地各部门注重创新，多措并举
开展主题活动，如第八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
讲解大赛总决赛在宁波举行，来自各地的科
技、安全类场馆解说员、学校老师、大学生等
众多选手参与；安徽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主
题短视频大赛；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中国灾
害防御协会、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联合举办

“防灾减灾：从基层做起”论坛等，一系列活
动有效调动了各方参与积极性。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国家卫生健
康委公布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注册
护士总量达到563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达到 4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超过
80％，我国护士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这支队伍更壮大了。近10年来，我国注册
护士人数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长，每年约有
三四十万新人加入。

整体素质更强了。护理学升格为一级学
科，护士学历一路“走高”。

专业技能更精了。各地结合实际，积极开
展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精神病等紧
缺护理专业护士培训工作。

瞄准群众关切事，护理工作向着更加贴近
患者、贴近临床的方向迈进——

“互联网＋护理服务”让护士上门，将专业
的护理服务从机构延伸至社区和居家。目前
共计3000余个医疗机构提供7类60余项群众
常用急需的基础护理、康复护理、心理护理等
服务项目。

不断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为患者
提供更有温度的护理服务；发挥大型医院优质

护理资源下沉和带动作用，提升基层护理的服
务能力……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健康理念转变，护理
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护理以及老年
有关慢性疾病护理的需求日益旺盛。人们期
盼更高质量、多样态的护理服务，呼唤“白衣天
使”全方位对接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服务需
求。

针对百姓的急难愁盼，护理服务正进一步
加大供给。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说，
相关部门将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发挥政策支持
激励引导作用，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护理服务，
提升患者满意度和获得感。

“白衣天使”护佑生命，离不开全社会的关
心、尊重和理解。

落实好各种惠护政策，不断完善薪酬待遇
制度，不断改善工作环境、值班休息和后勤保
障条件，让护理岗位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也
让更多护士在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努力练就
硬本领和好作风。

如此，新时代的“白衣天使”将更有力地托
起亿万人健康。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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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
人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我们应如何
更好应对气象灾害风险？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自然灾害频
发，气象灾害尤其严重。我国极端干
旱、低温和暴雨灾害接连发生——西南
地区遭受冬春连旱，2月份低温雨雪冰
冻事件持续时间长、雨雪范围广、降水
相态复杂、冻雨范围大，4 月以来多次
暴雨过程侵袭南方……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确有常态化
的趋势。”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说，
全球气候变暖增加了极端气象灾害发生
的频率，气象灾害呈现出长期性、突发
性、巨灾性和复杂性的新特征。

我国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决定了气
象灾害具有频发性、分布广、灾种多、灾
损大等特征，特别是季风气候和大陆大
洋的地理本底决定了我国是气象灾害

严重的国家。
当下，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是

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新的灾害风险形
势对防灾减灾救灾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巢清尘看来，关键是要建立以灾
前预警为基础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业
务体系。首先要摸清自然灾害风险底
数，识别自然灾害风险区域，准确评价
全国和各区域灾害综合风险水平。气
象防灾减灾救灾要面向高暴露度的城
市（城镇）和高脆弱性的农村，实现从灾
害性天气预警向气象灾害风险预估转
变。

“2016 年国家气候中心成立了气
象灾害风险管理室，致力于提升气象灾
害防范能力。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气
象灾害风险管理业务逐渐向客观化、定
量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巢清尘介绍，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业务技术体系，研发了包括台风、暴雨、
干旱、高温、低温等重大灾害的实时监
测识别和精细化风险评估技术，形成了
面向灾害全过程（灾前、灾中和灾后）实
时滚动的灾害风险预估业务。

面对极端灾害不断刷新极值、灾害
影响区域边界扩大、多灾种叠加、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预报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等挑战，巢清尘建议从提高气象防灾减
灾能力、加强致灾机理研究、提升气象
服务精细化水平三方面发力，筑牢气象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提升
气象灾害风险预估精准度。”巢清尘说，
应加强对极端事件的跟踪分析，进一步
开展归因与致灾机理研究；强化生产发
展气象服务、民生气象服务；加强科普
宣传，提升全民气象科学素养。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世界气象组织5月10日援引欧盟气候监测机
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说，全球刚刚经历

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已连
续11个月刷新同期最高值。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极端天气频发 如何更好应对气象灾害风险？

563万名护士！“白衣天使”更有力托起百姓健康

5月12日7时43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将试验二十三号卫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秦迎 汪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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